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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林莉
通讯员 汤颖枭
本报记者 郑纯胜

浙江省自2018年实施医疗卫生
服务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来，持
续创新“浙医互认”“浙里急救”“浙里
护理”等数字化改革应用，切实增强群
众看病就医获得感。近日，记者参加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的2024年“健
康浙里行”媒体采风活动，感受该省医
疗卫生服务领域的新举措、新气象、新
变化。

“预就诊”
为患者省时省力省钱

近年来，浙江省依托信息产业和
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先发优势，把

“智慧医疗”贯穿于院前、院中、院后服
务全流程，用“机器跑”“数据跑”“网上
跑”代替患者跑，有效构建“全程一体、
协同高效、连续闭环”的诊疗服务新模
式，提高了医疗卫生服务效率。

“在手机上开检查单、缴费、预约
检查时间，到了预约时间去验血、做B
超和磁共振检查。出报告以后，通过
手机一键转发给医生看，省事多了！”
家住浙江省乐清市的郑女士对温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预就诊”模式
赞不绝口。

郑女士的父亲是名肝硬化患者，
以往每个月都要从乐清市到温医大附
一院复诊、开药，一趟起码要半天时
间；碰到检查，得跑两三趟。现在得益
于该院推出的“预就诊”功能，郑女士
父亲的就诊次数大大减少。

温医大附一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传统门诊模式中，患者需要经历预
约挂号、签到、就诊、预约检查、取药、
取报告和复诊7个环节，顺利的话，需
要2~3个小时。遇到不能当天完成
的检查，还需要再多跑一次。多次跑
医院、就诊时间比较长、排队等待等问
题困扰着不少患者。

对此，温医大附一院于2022年7
月推出“预就诊”模式，通过诊前医生
线上开单、医保智慧结算、检查智慧
预约、检查后出具“云报告”、在报告
界面匹配复诊号源，实现流程再造。
复诊患者除了进行检查检验需要来医
院，其他环节都可以通过互联网门诊
来实现。

据介绍，目前该院每日活跃在网
络平台的医师涵盖45个临床专科、超
300 人，其中高级职称专家占比达
48.5%。该院日均就诊人数为1200
人次，按每人2~4小时的出行时间计
算，日均为患者节省就诊时间2400~
4800小时；按4~100元/次的交通费
用计算，日均为患者减少就医支出

4800~120000元。

“宝护者”
助力发热患儿居家守护

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
院，儿童发热门诊常年承受很大的压
力，尤其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发
热患儿数量往往会急剧攀升。为有效
缓解患儿候诊时间长、就诊难的问题，
该院推出“宝护者”儿童发热智能管理
小程序，其功能覆盖诊前、诊中、诊后
的完整服务流程。

该院互联网医学中心主任、医务
部副主任李甫棒告诉记者，专家团队
在小程序上制定了“发热+伴随症状”
标准，设置体温红、橙、绿预警线。当
发热预警出现橙色时，家长继续进行
线上智能监测、居家护理。当出现伴
随症状或精神状态变化时，系统会给
出红色预警，提示家长应及时带孩子
就诊。

到医院前，家长在“宝护者”小程
序中填写预问诊表单，填上孩子的发
热时间、发热峰值、发热伴随症状等信
息。预问诊表单的信息将实时同步至
该院医生工作站，医生能在第一时间
掌握孩子的病情，方便后续就诊。

正带孩子就诊的王女士表示，孩
子头一天发烧了，吃了退烧药，白天热

度退了点，但傍晚又升了上来。于是，
她用“宝护者”小程序，通过蓝牙体温
计实时上传孩子的体温，并输入相关
体征，得到了医护人员的专业护理建
议和指导。

据介绍，“宝护者”小程序还可实
现人工电话外呼，项目团队会告诉家
长接下去应该怎么操作，比如如何在
家中完成线上的预约挂号等。

“宝护者”小程序线上线下相结
合，实现对患儿从居家发热预警智能
管理、预约挂号、到院就医到诊后随访
的全程“护航”，“一站式”解决儿童发
热居家守护难题。据统计，已有3212
人次的发热儿童使用线上居家发热管
理服务，其中，约45%的患儿因症状
得到有效控制而无需前往医院就诊。

“全院一张床”
精准把控住院时间

大型公立医院住院难一直是老百
姓在就医过程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通过推行
多学科诊疗（MDT）模式，并结合全院
床位统筹管理等，极大提升了诊疗效
率，为患者带来了就医便利。

45岁的陈先生曾因肺癌伴转移
而倍感焦虑。过去，他可能需要频繁
地奔波于多个科室之间；如今，他在浙

大一院的多学科联合诊疗门诊就能接
受来自呼吸内科、肿瘤内科、普胸外科
等科室6名专家的联合会诊。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院门诊多学
科联合诊疗病种达到145个，每周提
供的号源数量超过600个。通过信息
化支持，多学科联合诊疗门诊还实现
多院区的远程联动，让患者无论在哪
个院区就诊，都能获得同质化的医疗
服务。

浙大一院还以“全院一张床”体系
化建设解决看病住院难题。为破解

“患者在医院外等待住院时间长、住
不上院”的难题，该院对全院床位统
筹管理，利用全院病床一体化管理模
式，根据病情紧急程度、类别等统筹
收治患者，快速科学协调床位，安排患
者住院。

为破解“患者进病房后等待床位
时间长、无效等待”的难题，该院通过
改善入出院衔接问题，精准把控出院
患者离院时间，告知新入院患者精准
到院时间，新入院患者到病房就可以
在床位上接受治疗。

另外，浙大一院还通过数字化手
段，开展手机线上全流程自助办理业
务、一窗办理等创新实践，大大减少了
患者排队的时间。

据了解，通过这些改革措施，该院
的床位周转速度明显加快，术前待床
日由原来的3.87天缩短至1.36天，平
均住院日也从7.16天缩短至4.87天。

医疗提速度 服务有温度
——浙江省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掠影

□本报记者 李季
特约记者 华小亚

“谢谢您和医院的生殖医学团
队！”在病房里，小婷激动地握住前来
看望她的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
健康医院院长管一春的手，激动地说，

“我都没想过这辈子还能当上妈妈！”
在这个盛夏，37岁的小婷成功生

下自己的宝宝，这让郑大三附院生殖
健康医院的医生欣慰不已，因为大家
知道，小婷一路走来非常不易。

小婷的故事还要从4年前的秋天
说起。当时，33岁的小婷结婚已 6
年，但仍未怀孕，多方求医仍未能实现

她当母亲的心愿。2019年9月，小婷
满怀期待来到郑大三附院生殖健康医
院就诊，因双侧输卵管梗阻，医生建议
进行助孕治疗。但医生在助孕前的乳
腺彩超检查中发现，小婷双侧乳腺有
肿块，患乳腺癌。小婷不得不接受了
手术，术后需要进一步的放化疗。放
化疗可能对卵巢功能造成不同程度的

损伤，这对于求子心切的小婷来说无
疑是雪上加霜。

得知小婷的病情后，管一春本着
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召集乳腺科、妇
科、超声科、病理科、影像科的专家进
行多学科会诊。结合小婷当时的状况
及生育需求，在与小婷充分沟通后，专
家们建议实施冷冻胚胎保存生育力，

待其身体情况好转后再进行胚胎移
植。本来已经对生育宝宝几乎绝望的
小婷，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明确了治疗方案后，管一春根据
小婷的月经周期及卵巢功能情况为其
制定个体化促排卵方案，于2019年
11月取卵10枚，形成可利用胚胎8
枚，最终冷冻4枚胚胎、3枚囊胚。

随后小婷便开始了漫长的放化疗
之路。2023年6月，经过乳腺科医生
评估，小婷已经可以准备妊娠了。小
婷欣喜地来到医院，管一春悉心为其
制定冻胚移植方案。

2023年 10月，小婷在完成冻胚
移植后成功怀孕。近日，小婷顺利生
下一名健康的宝宝。

她圆了当妈妈的梦

□特约记者 曾毓霖
通讯员 陈鸟英 蓝岚

“那个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大
家都陪伴着我观看奥运会开幕式。
马上又是奥运会了，这是16年的坚
守和胜利。我要把自己的经历分享
给更多的患者，让这场胜利和奇迹
传递给更多的患者！”近日，来江西

省赣州市肿瘤医院复查的小肖向
2008年给自己治疗的团队表达了深
深的谢意。

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前
夕，当时15岁的小肖住进赣州市肿瘤
医院层流病房移植仓。

2007年，小肖在赣州市肿瘤医院
确诊为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一种亚型伯
基特淋巴瘤。这种病被称为“最会伪
装的肿瘤”。

“小肖所患的伯基特淋巴瘤是一
种恶性程度很高的细胞性肿瘤，生长
速度很快。患者以儿童和青年人居
多。”赣州市肿瘤医院内科三区主任
曾庆芳回忆道，医师团队为小肖制定
化疗加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方案。

起初的治疗并不顺利。小肖化疗
后出现重度骨髓抑制，并伴有持续高
热、打寒战、血压下降、四肢厥冷、神志

模糊等休克症状。医护团队全力挽
救，好不容易稳住了小肖的病情。

恶心、呕吐、脱发……在这个封闭
的隔间里，没有家人的陪伴，只有疾病
和孤独的折磨。为了让小肖坚定战胜
病魔的信心，治疗团队的所有人都尽
可能抽出时间来与他交流互动，帮他
疏导情绪、释放压力。

2008年8月8日20时，举世瞩目
的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

开幕，盛大的烟火点燃了世界的激情，
也点亮了移植仓里的小肖的梦想。这
一晚，治疗团队的大部分人员都穿着
全套无菌隔离装备，在缓冲区陪伴小
肖观看这场奥运盛宴。感受到欢乐、
震撼、自豪的小肖向大家宣告：“我一
定要战胜病魔！”

在医护团队夜以继日的守护下，
小肖成功恢复自身正常造血功能，经
过21个日夜，终于顺利出仓！

从出仓至今，小肖始终遵循医生
的建议，定期进行复查，保持良好的生
活习惯，已无病生存16年。如今，在
电商领域小有成就的他常常用自己的
爱心举动回馈社会。

又是一年的复查日，又逢一届奥
运盛会。今年复查时，小肖再次拥抱
并感谢了当年的治疗团队。

16年的坚守和胜利

重庆推进
糖尿病防治行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黎军）日前，
重庆市爱卫办印发《健康中国重庆行
动—糖尿病 防 治 行动实施方案
（2024—2030年）》，明确到2030年，18
岁及以上居民糖尿病防治核心知识知
晓率达60%以上，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
率达75%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糖
尿病慢性并发症筛查纳入常规诊疗。

《实施方案》指出，建立完善防、
筛、诊、治、康的糖尿病防治体系，加强
区县级医院内分泌代谢病专科、基层
糖尿病门诊标准化建设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糖尿病规范化管理中心创建，
推进内分泌代谢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
协作网建设。

《实施方案》明确，修订糖尿病诊
疗规范、指南、临床路径，制订糖尿病
城乡社区筛查和健康干预的指南及工
作规范，开发营养及运动等干预适宜
技术，实现糖尿病患者的早诊断和全
程健康管理。及早干预治疗糖尿病肾
脏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足等
并发症。要建立糖尿病诊疗质量控制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全市糖尿病药物
临床应用监测网络，推动二、三级医院
建立糖尿病多学科诊疗模式，进一步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高血
糖、高血脂“三高共管”。

《实施方案》要求，开展糖尿病综
合监测。推进将血糖自我检测设备和
试纸纳入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支付范
围。提供病前、病中、病后的综合性健
康保障管理。建立完善糖尿病药物临
床综合评价体系。健全多层次、多学
科、复合型糖尿病防治人才培养体系，
开展糖尿病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支
持基因检测等新技术、新产品在糖尿
病防治领域推广应用，加快成果转化
以及在基层的应用推广。

云南实施医保服务
生育支持政策专项

本报讯 （记者刘欣茹 特约记
者叶利民）近日，云南省医保局印发
《云南省医保服务生育支持政策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提出，完
善城乡居民孕产妇生育费用包干政
策，进一步减轻孕产妇住院分娩医疗
费用负担；对施行人工受精或试管婴
儿技术产生的医疗费，由生育保险基
金给予最高3000元的定额补助。

《实施方案》提出，持续优化医保
经办服务，推行省内生育及计划生育
医疗费用在定点医疗机构直接联网即
时结算，生育保险待遇核定与支付实
现“免申即享”“跨省通办”“全程网
办”。优化报销流程，将参保职工产前
检查费、生育营养补助费合并在生育
医疗费用内报销；精减报销材料，推行
一次受理，一次性告知需补齐材料；进
一步缩短办理时限，生育医疗费用支
付、计划生育医疗费用支付、辅助生殖
医疗费用支付20个工作日内办结，生
育津贴支付10个工作日内办结。

《实施方案》要求，开展儿童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专项行动，力争到2024年
底，80%以上新生儿在出生当年参保。
将治疗周期长、费用负担重的儿童疾病
纳入门诊特殊病病种管理，对于在门
诊治疗特殊疾病发生的医疗费用，按
照住院待遇进行报销。

中国生物医药
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

本报讯 （特约记者程守勤 通
讯员吴旻玥）7月21日，2024年（第十
六届）中国医药战略大会暨中国生物
医药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大会在江苏
省南京市举行。会上，在国家相关部委
指导和支持下，由中国药科大学发起，
联合全国药学头部院校、科研院所、研
究型医院、国家实验室以及头部制药企
业等200多家单位组建的中国生物医
药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中国药
科大学校企合作项目签约、南京生物
医药创新转化研究院揭牌、生物医药
高端智库启用等活动同期举行。

中国药科大学党委书记金能明介
绍，中国生物医药产教融合共同体将
围绕研发生产创新“中国药”，努力构
建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开放性、协同
性的创新药生态圈，着力促进生物医
药领域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推动创新
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
度融合，积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三
位一体统筹发展。

此次大会由中国药科大学、中国
医药工业信息中心主办，江苏省工业
和信息化厅、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
南京市江宁高新区管委会支持举办。

海南开展出生医学证明
身份信息核验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泽林）近
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开展
出生医学证明身份信息核验工作的通
知》，以加强出生医学证明签发服务管
理，防范和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拐卖儿童等违法违规行为。

《通知》要求，该省各市县卫生健
康委要指导辖区内所有医疗保健机构
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在孕期、入院分娩
两个重点环节开展孕产妇刷脸比对核
验身份信息。各医疗保健机构要认真
梳理排查出生医学证明管理风险点，
合理安排身份信息核验场所，优化服
务流程，确保身份信息核验工作依法
规范、安全高效。身份信息核验可通
过手机登录海易办（海南健康岛）等应
用进行。由工作人员核验孕产妇身份
信息，确保人证一致，保障出生医学证
明信息真实准确，坚决杜绝孕产妇冒
用他人居民身份证和使用伪造、变造
居民身份证等违法行为。

对于一些特殊情形，比如危重孕
产妇在住院期间一直昏迷、无法完成
实人身份核验的，《通知》要求，立即上
报医院出生医学证明管理办公室，由
办公室安排至少2名工作人员进行身
份核验，并由孕产妇家属及2名核验
人员共同在《孕产妇住院分娩身份核
验记录表》上签字确认。孕产妇是港
澳台居民或外籍人士的，应提供港澳
台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护照等
有效身份证件，由2名工作人员对其
进行身份核验，并填写《孕产妇住院分
娩身份核验记录表》。

托育职业
技能竞赛

近日，2024 年江
西省南昌市“洪工杯”
托育职业技能竞赛在
南昌健康职业技术学
院举行。来自全市托
育机构的 30 支参赛
代表队共 90 名托育
服务专业人员参与此
次竞赛。图为参赛选
手进行生活照料能力
考核。

特约记者王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