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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动态

□本报记者 李季

兰考县在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中，不断探索强化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的新路径，给村卫生室、乡镇
卫生院发展注入新活力，给居民在家
门口就医带来保障。近日，记者跟随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的“强基层·
看变化——跟着乡医看基层医疗新风
貌”采访组，到兰考县探访基层医疗服
务新变化。

“健康守门人”主动向前

东坝头镇张庄村卫生室承担着为
本村2400多名村民提供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职责。

去年，140平方米的新卫生室投入使
用，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健
康教育室、健康小屋“六室”齐全。

“来这儿看病非常方便，还能做
按摩与中医理疗。”张庄村村医李海
昌说。如今，卫生室不仅储备了种类
丰富的国家基本药物，还配备了诊断
床、按摩椅、中医理疗床、互联互通
心电图机等设备，满足了村民的日常
就医需求。

在仪封镇代庄村卫生室，村医贾
立军熟练地为70岁的村民代大爷进
行心电图检查。“心电图检查数据10
分钟就传到县中心医院。”贾立军说，
卫生室的远程心电设备与兰考县中心
医院的远程心电中心互联互通，实现
了村民“村里做检查，县里做诊断”。

自远程心电设备投入使用以来，
贾立军已为27名患者提供了心电图
检查服务。其中，10名患者在检查中

发现问题，被迅速转运至兰考县中心
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在代庄村卫生室，一张村民卫生
健康监测分布图引人注目。一个个方
格代表着一户户人家，详细记录着村
民们的健康状况。

“过去，大多是患者找村医沟通病
情。如今，村医主动前移到疾病预防
的第一线。”贾立军说，“从治疗村民的
头疼脑热，到规范管理慢性病，再到开
展健康咨询、健康宣教以及定期体检
等，家庭医生团队都全力去做。村民
们只要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就可随时
联系我们。”

县里专家带教基层人才

“我是土生土长的考城镇人，小时
候看到过村里人看病的艰难，所以在
填报大学志愿时选择了医学专业，就
盼着有一天能为家乡的医疗事业出份
力。”考城卫生院外科医生谢昂陆说。
2016年，他从新乡医学院毕业后，回
到家乡的卫生院工作。

在考城卫生院，像谢昂陆这样的
年轻医务人员不在少数。考城卫生院
党支部书记、院长王岩介绍，近年来，
对通过订单培养、特岗计划等渠道来
到卫生院的毕业生，卫生院采取落实
编制等一系列激励措施。同时，卫生
院鼓励职工通过继续教育、在职培训、
进修学习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自身
的专业技术水平。目前，考城卫生院

有60名医生，其中47人有本科以上
学历。

“如今，借助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的东风，优质医疗资源不断下沉。
兰考县中心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
健院的专家团队长期驻扎在卫生院，
使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挂上专家号。”
王岩说。

谢昂陆对此感受颇深：“上级医院
专家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会诊和
诊疗指导等方式带教我们。去年，卫
生院开展的腹股沟疝填充式无张力修
补术就是在医共体总医院外科专家王
同宪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现在，我
们能够常规开展二级手术，这在过去
想都不敢想。”

2024年，考城卫生院创建县域医
疗卫生次中心。这意味着，该卫生院
不仅要满足本乡镇及周边居民的医疗
健康需求，还要承担起县域内的医疗
救治、急诊急救、人才培训、技术指导
和公共卫生示范等重要职能。“我们努
力做好联结乡村卫生服务和县级医疗
服务的枢纽，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
病、看得好病。”王岩说。

从银针草药到医养结合

在兰考县，中医药服务和医养结
合服务丰富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
内涵。

在南彰卫生院中医馆里，艾草香
气弥漫，几名村民正接受中医理疗。

南彰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高旭介
绍，卫生院2017年开始筹建中医馆，
2021年获评省级示范中医馆。中医
馆面积达600平方米，设有中医康复
大厅、治疗室、中药房、煎药室、中医熏
蒸室等多个功能区域。同时，中医馆
配备艾灸床、中药熏蒸床、中频治疗
仪、红外线治疗仪、颈腰牵引仪、脉冲
磁治疗仪等仪器设备，为开展中医诊
疗服务提供保障。

“目前，中医馆开展针灸、推拿、拔
罐、熏蒸、刮痧、艾灸、穴位贴敷等多种
中医适宜技术和特色诊疗项目，能够
满足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高
旭说。

距离南彰卫生院不远处，坐落着
南彰镇医养结合中心。2024年，南彰
卫生院接管南彰镇敬老院，成立医养结
合中心。该中心建筑面积达3200平
方米，开设养老床位80张。高旭说，医
养结合中心明确划分养老区、医疗区和
功能室，并对基础设施进行适老化改
造。从床柜、座椅的人性化设计，到照
明系统的优化，再到安全设施的完善以
及卫浴间的精心改造，每一个细节都充
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特殊需求。

南彰镇医养结合中心为老年人提
供全方位的服务，包括饮食娱乐、专业
护理和医疗服务。高旭表示：“下一
步，我们将加快改造进度，为入住老人
配备智能随身健康监测设备。同时，
在老人们的起居室、餐厅、卫生间、功
能室、康复及医疗用房等区域，全面安
装紧急呼叫装置，为老人的健康安全
保驾护航。”

跟着乡医看新变化
——探访河南省兰考县县域医改实践

近年来，兰考县从多个方面精准施策、持续发力，持续深入推
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行政、人员、财务、药械、业务、绩效、信息

“七统一”管理模式，通过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使其各司
其职、协同合作，实现功能定位上的“分”与提供医疗服务时的

“合”，形成高效有序的运行机制。
同时，兰考县大力推进远程会诊中心建设，实现医疗资源远

程共享，积极推动大型医疗设备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内的共享使
用，提高设备利用率；建成心电影像检验共享中心，提升诊断准确
性和效率；构建四级联动的县域一体化急救体系，打造全县“15分
钟医疗急救服务圈”，切实提高县域医疗服务能力。

□特约记者 喻文苏
通讯员 胡瑰玮

近日，家住四川省天府新区的张
奶奶早早起床洗漱，准备早餐，当天是
她送孙子上幼儿园的第一天。

张奶奶的孙子刚满2岁，还没到

能去幼儿园的年龄。但自从听说家附
近的天府新区宝塘幼儿园要开设托育
班，张奶奶便一直关注着相关动态。
没想到，正式开班的好消息和春天一
起来了。“李老师，我们终于在幼儿园
见面了。”看着在幼儿园门口接孩子的
老师，张奶奶说，“这个托育班我盼了
好久了。”

幼儿园办了托育班，对这一消息
感到开心的不止张奶奶一人。记者
了解到，该幼儿园宣布托育班开班
后，20个托位很快便招满了。宝塘
幼儿园园长代静说：“老师上课时会
有意识地去做一些托幼衔接。幼儿
园定期会有儿保医生来做营养监测、
健康检查。这些服务同样惠及托班

的孩子。”
在天府新区，开始尝试“托幼一

体”的不止宝塘幼儿园一家。记者从
天府新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了解到，
今年以来，天府新区已经认定31所

“托幼一体”幼儿园，面向社会提供托
位740个，已招收幼儿520余名。目
前，整个天府新区总共有47家幼儿园

可以提供托育服务。
据介绍，为推动“托幼一体”建

设，天府新区组建工作专班，负责“托
幼一体”幼儿园增加服务范围、备案
指导等工作，同时将幼儿园卫生保健
工作纳入“医教融合”工作重点。同时，
建立托幼衔接升学机制，幼儿在同一
个“托幼一体”幼儿园的托班连续入
读4个月以上，可在就读幼儿园直升
小班。

“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落实幼儿
园托位运营、建设补助政策，引导更多
幼儿园、国有企业等主体参与到‘托幼
一体’的发展中，推动提供质量有保
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普惠婴幼
儿照护服务。”天府新区教育和卫生健
康局相关负责人说。

“托幼一体”，托位供给在增加

□特约记者 付润东
通讯员 赵若帆 杨周宝

“您好！我们是紫柏街道卫生院
健康服务团队队员，上门给您和您的
家人免费测血压、测血糖。”近日，身着
红马甲的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紫柏街
道卫生院健康服务团队队员来到紫柏

街道城关社区居民家中，开展覆盖全
社区的健康服务上门行动。

留坝县位于秦岭腹地，其最大的
社区就是城关社区。该社区有常住居
民3256户8461人、流动人口2000余
人，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近1/3。为
了做实做细社区居民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该县从今年1月开始依托基层
综合治理网格，在城关社区构建“网

格+医疗”服务体系。
在留坝县卫生健康局统筹安排

下，紫柏街道卫生院牵头，联合县疾控
中心、县人民医院、县妇幼保健服务中
心、城关社区居委会等多家单位，根据
城关社区14个单元网格组建5支健
康服务团队。每支健康服务团队平均
负责3个网格，由全科医生、公卫医
师、家庭医生、社区网格员等组成。他

们深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自
建房、小区楼栋、沿街商铺等，在知情
同意的基础上，开展疾病预防咨询、慢
性病筛查随访和健康管理指导，让“行
走的诊室”穿梭在一个个网格内。

在慢性病筛查随访中，这些团队
采取“三筛三访”工作法（初筛建档、精
筛分类、复筛跟踪），重点针对老年人、
孕产妇、残疾人以及在管的高血压患

者、2型糖尿病患者等，开展量身定制
式健康管理。截至目前，累计筛查出
高血压患者244人、糖尿病患者106
人，发放各类健康教育宣传资料8000
余份。

“我们不仅要当‘健康侦察兵’，更
要做好‘健康守门人’。”紫柏街道卫生
院院长付长生介绍，第一轮健康服务上
门行动将在3月底全部完成。下一步，
将建立“筛查—建档—随访—干预”
闭环机制，根据筛查整理的信息台账
建立完善居民个人健康档案，精准化开
展随访、体检和健康教育服务，制定个
体化干预措施，减少慢性病的发生。

据了解，留坝县在健康服务上门
行动方案中要求，不断优化服务举措，
及时总结经验，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
经验做法，逐步在全县范围内推广。

网格里，来了“行走的诊室”

市县新景象市县新景象

湖南省胸科医院
上线“医学科研小助手”

本报讯 （通讯员王杨 张必闻
特约记者杨正强）近日，湖南省胸科医
院上线“医学科研小助手”智能体，并
首先应用于完善和优化胸外科无管化
手术患者临床路径。

胸外科无管化手术患者临床路
径，是以循证医学证据和诊疗指南为
基础，建立的一套标准化诊疗、护理模
式与程序。路径的建设，事关手术的
流程、成本、患者满意度等多个方
面。“在使用‘医学科研小助手’前，
路径方案我们已经改了3版，但是总
觉得不够完美，又不知道该如何优
化。”湖南省胸科医院外科主任、胸
外科学科带头人石自力表示，“医学
科研小助手”智能体上线后，提供了更
为精准的临床路径建议。“就像自己写
完作业后，有一名导师来帮你批改，不
仅可以查漏补缺，还能让表述更加严
谨和精准。”石自力说。

湖南省胸科医院党委书记王枭冶
介绍，该院积极进行DeepSeek大模
型本地化部署，除用于完善手术患者
临床路径外，还将运用到公共卫生领
域，开发结核病感染风险自测评估程
序，对结核病流行趋势进行预测分析，
从而改善结核病监测，优化公共卫生
政策。

江西省儿童医院
开设脊柱侧弯门诊

本报讯 （特约记者魏美娟 通
讯员谢看涛）近日，江西省儿童医院脊
柱侧弯门诊在该院红谷滩院区开诊。
门诊可为脊柱侧弯患儿提供健康咨
询、评估筛查、保守治疗、手术矫形、规
范康复等服务。

该门诊由骨科和康复医学科联合
开设，并制定一系列评估与治疗标
准。骨科医生对患儿脊柱侧弯的形
态、程度、趋势进行综合评估，联合康
复医学科为患儿制定个性化治疗方
案，通过“矫正治疗+康复训练”的方
式，为患儿提供一体化诊疗服务。

福建医大附一院
提供花粉监测服务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雅 通讯
员夏雨晴）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花粉
浓度攀升，易诱发鼻塞流涕、皮肤瘙痒
等过敏反应，这对于过敏体质的人群
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近日，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过敏中心/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携手北京市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研究中心，上线福州市花粉监
测服务。

据介绍，除了为市民提供即时的
健康指导，花粉监测服务还具有重要
的科研与公共卫生价值。一方面，它
为过敏患者提供长期病情管理的科
学依据，助力患者更好地控制过敏症
状。另一方面，监测数据可为城市植
被规划提供参考，助力优化城市绿化
布局。

广西医学科学院
医学与人工智能
研究中心成立

本报讯 （特约记者梁新 通讯
员龙博）近日，广西医学科学院医学与
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隶属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下设两
个分中心，分别依托广西壮族自治区
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
西医院进行建设，旨在通过协同创新
构建覆盖全自治区的医学人工智能发
展体系。

据悉，该中心的成立不仅是贯彻
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落实人
工智能发展工作要求的务实举措，也
是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全自治区医疗
卫生场景应用落地，推动医工结合、实
现智慧医疗的迫切需要。该中心将重
点围绕人工智能+临床应用转化、人
工智能+医疗标准体系建设、人工智
能+医疗大数据安全等方面，推动医
学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发
展，立足广西、面向东盟、辐射全国，打
造集“医、教、研、产、用”于一体的医学
人工智能研发与应用示范高地。

近日，江西省吉安市
吉州区习溪桥街道正丙角
社区联合井冈山大学附属
医院口腔科，开展口腔科
普宣传及健康义诊活动，
提高群众口腔健康保护意
识。图为医生为社区居民
检查口腔。

特约记者李军摄

社区口腔义诊

重庆武隆
将结核病免费筛查治疗

纳入民生实事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芳 董存
良）近日，记者从2025年重庆市武隆
区两会票决重点民生实事解读发布
活动上获悉，武隆区将结核病免费筛
查治疗纳入区政府民生实事，为武隆籍
居民提供新一轮免费结核病筛查治疗，
预计惠及结核病治疗人群400余人。

武隆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区疾
控局局长蒲庆介绍，此次惠民政策覆
盖面广。具有武隆区户籍，不限性别、
年龄，处于传染期的肺结核患者，并在
武隆区人民医院（结核病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治疗，按照诊疗规范完成全程
治疗的居民，均可享受结核病住院兜
底报销政策。

在筛查方面，武隆区所有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将对区域内65岁以上老年
人、糖尿病患者等高危人群，并在学校、
托幼机构等重点场所，每年开展1次免
费结核病筛查。一旦发现疑似患者，
将转诊至区人民医院集中确诊治疗。

针对确诊结核病（含耐药结核）患
者，武隆区实施免费治疗。医保报销
后的个人自付费用，由区财政全额补
贴。同时，武隆区建立“一站式”结算
平台，患者无须垫付费用。

此外，武隆区关注贫困患者、流动
人口等特殊群体，实施“一人一策”精
准帮扶，确保治疗全程不断档。患者
出院后，由所在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定期上门随访，监督服药并记录不良
反应等情况，形成从筛查、治疗到康复
的全流程关怀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