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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健康委

建好“家门口”医院 解好“大医改”命题

健康，是每个人的诚挚期冀。
与群众联系最为紧密的“家门口”医院和健康“守门

人”，被赋予了更多更大的责任。
心系期盼，肩扛重任，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以基层

为重点”的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打造健康中国先行示
范区为引领，以全市域健康共同体建设为抓手，不断提升基层卫
生服务能力，为深化综合医改提供破题方案。

不负所托，数据为证。全市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连续两年
保持全省第二，基层就诊率持续保持在70%以上。

成绩属于过去，未来召唤奋进。站在新起点，健康“守
门人”心怀人民、筑梦不歇……

镜头：2月6日深夜，南浔区旧馆
街道港胡村村民潘玉芳突然感到身体
不适，伴随着头痛、发热，一测体温
38℃。怎么办？深夜里的她有些无
助，但很快，她想到之前听说村里卫
生服务站有个“云诊室”，是24小时
在线的。来不及多想，她决定去看
看。没走多远就到了，果然，“云诊
室”的灯亮着！刷身份证、按照提示
点击屏幕，视频连接上了旧馆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值班医生朱建国。诊
断、开方，几分钟的功夫，潘玉芳在
旁边的“云药房”取到了镇痛解热
药，当晚，症状就得到了缓解。

“像这种情况，以前要跑医院，
来回需要两三个小时。”旧馆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姚剑芳介绍，港
胡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按照A类智慧健
康站标准改造而成，设有云诊室、自
助检测区、远程会诊室、全科门诊
室、中医治未病室、药房等功能室，
因为硬件设施齐全、医疗资源充足，
深受群众信赖。

打法：为实现群众在“家门口”
看病，我市按照“城区15分钟、农村
20分钟服务圈”的要求，合理设置社
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特别是对
于1000人以上无村卫生室的村居进
行重点补齐。

通过标准化建设，持续提升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去
年，德清县在全省率先出台《美丽村
卫生室建设与服务规范》地方标准，
明确了美丽村卫生室的建设要求、服
务保障、服务内容及要求、评价与改
进，为打造美丽化、规范化、智慧化
的村卫生室探索了有效路径。

规范发展，但又各具特色。近年
来，我市坚持“一院一品”发展理
念，持续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内涵
建设，形成了中医、康复、骨伤科、
慢性病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特色优势，
培育基层特色专科107个。

数证：去年，全市新改扩建规范
化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20个，
提前完成省定任务。目前，全市共有
村卫生室服务站 702 家，规范化率
96.72%。

关键词：规范标准 镜头：2月14日下午4时15分，家住长兴
县和平镇的王女士因心脏骤停，被120急救车
送到了和平镇卫生院，经过气管插管、呼吸
机、心肺复苏、吸痰及血管活性药物等一系列
抢救措施。38 分钟后，王女士恢复了自主呼
吸和心跳，生命体征平稳，后转到了上级医
院。

回忆起这惊险的经历，家人和患者至今心
有余悸，“幸亏送得及时、卫生院抢救得及
时，如果送到县人民医院，路远至少要多耽搁
半小时。”

“我们科室有4名医生、7名护理人员，除
了一般的急诊需求，像这样的重症急救每年
有几十例。”和平镇卫生院急诊科主任雷京
焘说，这些年来，团队的应急处置能力得到
了大大提升，特别是在疫情期间，经过市、
县级的分层分级培训和上级医院专家的现场
指导，急救团队建设得到强化。

打法：疫情考验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
急处置能力。三年来，基层人员全面参与常
态化和应急核酸采样、流调排查、集中隔离
观察、社区监测、隔离救治等各项疫情应急
处置工作，应急处置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在今年年前那波疫情中，进一步发挥基
层“哨点”监测作用。推动基层发热诊室

“应设尽设、应开尽开”，基层发热诊室通
过预检分诊、乡采县检，实现基层发热病人的闭环
管理。落实驻村医师1050名，对重症患者实现早发
现、早识别、早治疗和早转诊。

数证：全市6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规
范建成发热诊室，基层发热诊室就诊率达5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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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提起吴兴区凤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副主任医师沈忠，同事都会竖起大
拇指。“沈主任不仅把居民的健康状况摸得一
清二楚，甚至连生活习惯、爱好性格都了解不
少，居民都很信赖他。”

1991年从嘉兴卫生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
后，沈忠回到家乡，看到所在的村缺少医生，他便
毛遂自荐做起了乡村医生。长期以来，他潜心
学习，通过自学、培训、进修以及请教上级医院名
师等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医德高尚，作风严谨，
技术精湛，学习努力。”指导老师、市中心医院大
内科副主任兼中医科主任施杰民评价。

因为业务过硬，他成为了团队的定海神
针。记得在 2008 年，他接诊了一名心衰患
者，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家属无助得想放弃
治疗。“既然患者把生的希望寄予了我们，我
就要尽全力去做到。”沈忠组建联合诊疗团
队，根据病情特点、心理状态等做出治疗方
案。在团队的精心治疗和悉心照料下，奇迹
发生了。

奇迹的背后，是一次次的学习、一遍遍
的实践。作为全科医生，他经常性开展脂肪
瘤、皮脂腺囊肿等门诊小手术，让患者在

“家门口”消除病痛。
打法：“守门”使者如何引进来？近年来，我市持

续加大基层卫生人才定向培养力度，累计招录定向培养
生1360人。

在培育方面，探索村医本地化培养模式。2018年，
安吉在全国创新实行“中医师承+定向培养”本土化培
养乡村医生新机制，从全脱产学习、跟师实践全科轮岗
再到考取相关职业证书，去年9月中旬，44名“中医师
承”首批学员正式入村上岗。

依托县域医共体、城市医联体。近年来，我市不断
加大对基层医务人员培训力度，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
用性和灵活性。以导师制形式，持续加强基层医坛骨干
和基层急救人员的培训。

数证：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整体上趋于年轻化，40周
岁以下人员占比57.7%，本科以上人员占比44.64%，队
伍整体素质向更好更优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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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一听说今年的健康体检开
始了，家住安吉县递铺街道山头社区
的张小根马上安排时间，“其他事情可
以缓缓，体检最重要。”2月15日一大
早，他来到了递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为什么对健康体检格外上心？据
递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陈
方介绍，张小根每年都体检，去年 5
月，他在体检时发现了血糖升高。医
生告诉他要引起重视，除了饮食干
预，还要定期服药。遵照医嘱，他目
前的血糖稳定。“毛病发现得早就好，
该吃药就吃药，该治疗就治疗。所
以，要定期体检。”张小根说。

2 月 15 日当天，张小根放射拍片
时发现右下肺心缘旁少许斑片影，经
社区医生预约，2月16日，他来到县
人民医院 CT 复查，确诊为右肺实性
小结节。“医生说定期随访就好。”张
小根松了口气。

打法：健康体检，作为一种预防
措施，可以尽早地发现健康问题，及
时干预处理，避免小病变大病。着眼
于普惠均等、同质同标，经过不断优
化完善，我市市本级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均可进行免费体
检。其中65周岁以上老年人体检周期
统一为每年一次，其他一般人群每两

年一次。同时在全省统一的基本体检
项目基础上，增加了甲胎蛋白、血尿
酸、胸片DR等服务项目。

为实现全流程闭环服务，县域医
共体、城市医联体牵头医院统筹医疗
资源，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比如体
检报告解读、超声检查等。对疾病疑
似情况，由家庭医生上门送达报告、
入户健康指导和不良情况干预，并持
续跟踪管理。

数证：去年，全市完成城乡居民
健康体检93.03万人，达到年度目标
任务的143.12%，异常情况检出率达
17.8%。

关键词：健康体检

镜头：71岁的吴仁法有高血压病
史12年，常年服药。半年前的一天下
午，他突然感到胸闷胸痛，被 120 急
救车送往德清县人民医院急诊科就
诊，经检查确诊为急性心肌梗塞。

第二天，他所在社区新安镇勾里
社区医生陈奇电脑上的“慢性病智慧
平台”跳出了提醒信息，获知了吴仁
法因冠心病就医线索。他立即电话联
系预约，上门对患者进行出院回访、
健康评估、健康宣教。

“对于一般人群、五慢病高危人
群、确诊人群，慢性病智慧平台分别
进行健康宣教、风险评估和建档，实
现了慢性病闭环管理。”新安镇卫生院
慢性病管理员王亚平介绍，和以往相
比，有了这个平台的提醒，医生在手
机上就可提示患者监测血压、血糖，
查看患者健康指数和就诊用药检查等
情况，在发现患者及管理上缩短了时
间，提升了群众的健康体验，也减轻
了社区慢性病管理员的负担。

打法：慢病需要全周期管理，为
此，2020年，我市以数字化改革为契
机，以高血压和糖尿病两慢病为突破
口，以两慢病“健康画像”为切入点，
在全省率先全市域推动两慢病全周期健
康管理，依托县域医共体、城市医联体
建设，综合推进医保支付和基层补偿机
制改革等配套措施，推进分级诊疗改
革，完善老年人两慢病健康服务。截至
目前，已建成慢性病一体化门诊38
个，组建融合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855个，为患者提供一站式、标准化、
全周期的慢病管理服务。

2021年底，启动慢病服务共富班
车，纳入慢病门诊保障范围的城乡居

民参保人员，慢病门诊统筹基金支付
限额在现有标准之上分别再增加600
元和500元。吴兴区、南浔区、德清
县分别将签约患者免费服用指定高血
压、糖尿病药品纳入民生实事。

数证：目前，全市高血压、糖尿
病患者规范管理率分别达到72.35%和
72.04%，血压、血糖控制率分别达到
69.61%和60.94%。

关键词：慢病管理
镜头：“许大爷，我们又来了。看

起来这几天精神不错。”2月22日一大
早，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专家
张东伟和吴兴区妙西镇卫生院王村村卫
生室的家庭医生，一起来到许大爷家
中，开展家庭病床上门护理服务。

许大爷高位截瘫，长期卧病在
床，生活无法自理，需定期更换导尿
管和压疮护理服务。2020年，王村村
卫生室的家庭医生为许大爷建立了家
庭病床，并定期上门服务。

“针对患多重慢性病、瘫痪失能、
长期卧床且需持续治疗的各类患者，
我们经过评估建床，在患者病情稳定
的情况下，市级专家和卫生院医生，
每两周上门服务一次。”妙西镇卫生院
副院长沈丰萍说，实施三年以来，已
有40余名建立家庭病床的患者受益。

打法：为提升基层家庭病床服务
能力，破解基层医疗人员不足、专业
技术力量不够等问题，我市通过深化
县域医共体、城市医联体建设，由牵

头医院定期派人给予技术指导。
同时，不断规范家庭病床服务各

项流程，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了《家
庭病床服务与管理规范》，对建床规
范、服务内容、诊疗管理规范、撤床
规范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制定了
《湖州市家庭病床管理技术规范》，以
此来带动家庭医生签约工作，提升基
层诊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数证：去年，建立家庭病床3495
张，为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等患者提
供了居家诊疗和护理服务。

关键词：“病床”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