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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市洪雅县立足“冬奥”机遇，

不断拓展冰雪运动新体验、新业态、新赛

道，持续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原

动力。

借势“冬奥”
推动“冰雪经济”加速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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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下沉 服务提升

留住“身边人”引来“远方客”

“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
是一份民生“大礼包”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生，学校传染病事

件高发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农工党中央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递交的提案上呼吁，统筹完善全国中小学

校医室建设，保障学生健康。

统筹完善全国中小学校
医室建设 保障学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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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的仙游探索

□ 本报记者 丁 南

小病不出县，就医负担轻。国

家卫健委近日印发《医疗机构设置

规划指导原则（2021—2025年）》，

要求按照县乡一体化、乡村一体化

原则积极发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自2019年国家卫健委启动试

点以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减轻

群众就医负担方面究竟发挥了怎样

的作用？记者近日赴福建省莆田市

仙游县采访时了解到，该县在医共

体建设中形成县总医院、各乡镇分

院和村卫生所（社区卫生服务站）之

间的便捷转诊通道，实现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有效缓解基层群众看病

难问题。

建设共享平台
解决群众“看病难”

家住仙游县鲤南镇的村民老

林，是一位患病近8年的尿毒症患

者。过去，他每隔一天都要去县医

院进行血液透析治疗，因路途较远

很不方便。

2020年 11月 19日，仙游县总

医院鲤南分院血液透析“联合病房”

开始试运行，像老林这样的数十名

慢性病病人被分流到“家门口”的

卫生院就诊，有效缓解尿毒症患者

“一床难求”的现象，填补了全县基

层医疗机构在血液净化治疗领域的

空白。

建设“联合病房”，分流病人到

基层分院诊疗，是仙游县在医共体

建设中推进管理指导、医疗人才、疾

病病种“三下沉”，引导群众到基层

就医的一个具体举措。

2020年 11月和 2021 年 4月，

仙游县总医院分别在鲤南分院和鲤

城分院试点建设“联合病房”，委派

内科副主任以上医师担任“联合病

房”科主任，带动基层分院诊疗能力

不断提升。2021年，两个基层分院

的“联合病房”累计收治住院病人

535人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群众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时间倒回到2018年12月，仙游

县启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将

原仙游县医院、县中医院、县皮肤病

防治院及1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纳入总医院一体化管理，在县总医

院框架内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

医联动”和分级诊疗建设，取得较好

成效。

在医共体建设试点改革中，仙

游县总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分工协

作，建立了消毒供应、临床检验、远

程会诊、心电诊断、病理检验、医学

影像等“六大资源共享中心”，基层

卫生机构可以将医学影像、心电诊

断直接传输到总医院本部，由院本

部的专家阅片和诊断，并实行检查

检验结果互认。县域共享平台将总

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到各分院，

构建起县、乡、村三级远程医学服

务体系，为医共体内各医疗机构提

供一体化服务，实现“基层检查、上

级诊断”。

此外，仙游县还大力推动医共

体内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实现电子

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的连续记录和

信息共享，并纳入县级和市级全民

健康信息综合管理平台，方便预约

诊疗、双向转诊、健康管理、远程医

疗等服务的开展，实现看病就医“少

跑一次”的目标。

规范医疗服务
解决群众“看病贵”

不久前，仙游县总医院园庄镇

分院一名急症患者需要马上住院，

分院的医师立即联系总医院，通过

医共体内部“双向快速转诊”绿色

通道，帮助急症患者尽快接受住院

治疗。

落实分级诊疗、双向转诊机制，

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高区域医

疗服务体系整体效率的有效手段。

2021年度，仙游县总医院共收治由

下级医疗机构转诊入院病人221人

次，向下转诊住院病人210人次；收

治下级医疗机构转诊的高血压、糖

尿病患者235人次，向下转诊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128人次。

仙游县总医院根据县、乡、村三

级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分类制定分

级诊疗目录，对患者科学分级诊疗，

并通过专家巡诊、坐诊，与部分山区

卫生院建立对口支援关系等方式，

下沉优质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分院

服务能力，为城乡居民提供安全、有

效、便捷、经济的基本医疗服务。

——推进村居医保定点全覆

盖。通过对县域内的村级卫生所进

行统一改造，规范基础设施建设、村

医配备、业务管理、药品及医用耗材

管理、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

295个村卫生所全部纳入医保定点，

分流慢性病病人到基层医疗机构就

诊报销。

——集中统一药品采购。药品

统一通过福建省药械联合限价阳光

采购平台集中采购，采取带量采购、

量价挂钩、以量换价的方式降低药

品价格，县总医院及各分院统一优

先使用中选药品，降低患者医药费

用负担。医共体成立以来，共节约

药品采购成本约6485.22万元。

——实行健康服务分类管理。

根据不同人群需求设定不同“签约服

务包”，对签约居民当年度就诊免收

一般诊疗费，向家庭医生开放一定比

例的医院专家号、预留床位等资源权

限，引导居民就近就医。医共体成立

以来，仙游全县已组建家庭医生服务

团队230个、参与医生473名，签约居

民数47.69万人，签约率55.01%，其

中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签

约率61.05%，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签约服务覆盖率达100%。

优化资源配置
解决基层“看病弱”

2021年 7月 17日开诊的仙游

县总医院“博士专家门诊”，是福建

省立医院的合作帮扶品牌项目。福

建省立医院每月下沉各专业博士专

家到仙游县开展门诊、查房、手术、

疑难重症会诊和学术交流,让当地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省级三甲医

院的专家医疗服务。

为全面整合医疗资源，解决基

层“看病弱”问题，仙游县总医院不

仅与福建省立医院牵手组建合作帮

扶关系，还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省肿瘤医院的省级名医建

立了3个“师带徒”工作室，加速补齐

县级医疗卫生人才方面的短板。同

时，要求县级医务人员晋升中级、副

高级职称前必须到基层累计服务半

年以上，三年来累计诊疗患者近万

人次，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质

量明显提升。

为提升县总医院的服务能力，

仙游县将总投资12亿元的县总医院

迁建项目列入为民办实事重点工

程。目前，县总医院综合楼、传染

楼、医技楼、住院楼共15万平方米业

务用房相继封顶，建成后将新增床

位超1000张。2021年，仙游县总医

院入围全国第二批符合县医院医疗

服务能力推荐标准县医院行列。

为有序管理基层分院，仙游县

采取分片区管理模式，将18个乡镇

分院划分为4个片区中心卫生院，统

筹管理和帮扶辖区内周边乡镇分院

（特别是山区卫生院），乡镇分院负

责管理辖区内公益性村卫生所。同

时，每月组织专家组成员轮流下乡

巡诊，开展病例会诊、病案讨论、业

务讲座、慢性病健康教育等，帮助各

分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技术水平

和管理能力，有效推动医疗卫生工

作重心下移。

“我们通过做强县总医院、做活

乡镇卫生院、做稳村卫生所,打造管

理共同体，实现县乡村一体化管

理。”据仙游县卫健局负责人，县总

医院党委书记、院长颜伟介绍，得益

于医共体建设，仙游县总医院在艾

力彼医院排名中入围2020年全国

县级医院300强。2021年在福建省

卫健委开展的群众满意度调查工作

中排名119名，较2018年成立总医

院前提升了63位。

合肥高新区“春风行动”成效显著，累计提供工作岗位46,316个，
达成就业意向2807个

□ 保 妹 刘 浩

今年以来，合肥高新区为全面

贯彻落实安徽省委改进工作作风为

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大会精神，以

留住“身边人”，引来“远方客”，全力

保障企业平稳用工为目标，在全区

范围内发起“春风行动”总动员。截

至目前，合肥高新区累计在居民小

区、商业广场、车站及线上组织开展

各类招聘活动31场，参加企业839

家次，累计提供岗位46,316个，达

成就业意向2807个，有效促进了居

民就业，有力保障了企业用工。

招工难是企业普遍反映的一个

共性问题，为了找准问题症结，寻找

破题办法，合肥高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建立起企业服务包保制度，领导

班子成员多次深入企业，开展专题

调研，详细了解企业用工需求，听取

企业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并根据

企业意见建议快速行动、“马上就

办”，以务实有效的举措，切实帮助

企业排忧解难。2月21日上午，合

肥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陆平在美的

洗衣机调研时，企业负责人提出汽

车站、居民小区人流大，都是招聘的

好地方，但管控也比较严格，招聘场

地不好落实。在听取企业意见后，

陆平当即让区人事劳动局联系汽车

站和区各社区居委会，为企业招聘

争取场地。最终经过多方协调，美

的洗衣机、格力电器等5家重点用工

企业在汽车站、居民小区开展了6场

专场招聘会，总计达成就业意向270

余人，并为企业在汽车站、居民小区

长期开展招聘建立了联系，特别是

在居民小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

果，很多居民反映原来在家门口还

有这么好的企业，通过口口相传、以

人带人，把“身边人”留下来。

留住了“身边人”，还要招得来

“远方客”。春节过后，合肥高新区

人事劳动局省内省外齐发力，密集

组织区内重点企业走出去招人抢

人，连续走访对接寿县、淮南、霍邱

等人力资源市场，先后开展寿县、淮

南等高新区重点企业专场招聘会，

通威太阳能、格力电器、长安汽车等

各企业累计现场发放招聘宣传单页

830余份，达成意向110余人。积极

加强同甘肃西和县、山东汶上县等

人口资源丰富的县市对接，合作共

建劳务协作站，为企业用工做好宣

传和对接，吸引更多外来人员来区

就业。据统计，“春风行动”开展以

来，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接，已经

帮助企业解决用工缺口4790余人。

在帮助开展招聘宣传，解决燃

眉之急的同时，合肥高新区积极探

索破解招工难题长效机制。合肥高

新区大力推进企校深度合作，带领

区内重点用工企业拜访对接颍上科

学技术学校、淮南职业技术学校、霍

邱经济技术学校等职业技工类院

校，鼓励企业通过共建技能培养基

地，设立委培班、定向班等方式开展

深度合作，帮助企业建立稳定的技

能工人来源。目前，格力电器、通威

太阳能等企业已与上述学校初步达

成合作意向。同时，高新区组织召

开重点企业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座

谈会，面对面交流各自诉求和资源，

为企业和人资服务机构无缝对接架

桥铺路。针对企业应急阶段招工成

本高、人员稳定性差、流失率高等问

题，针对性修订用工政策，让用工政

策更加契合企业实际需要，以有效的

政策支持，缓解企业用工成本压力，

减少员工流失率，提高用工稳定性。

□ 丁雪辉

近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等四部

门联合印发了《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管理办法》，明确医疗机构应按照相关原

则，开展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该办法

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3月1日起开始

实施。

这意味着，以往每换一家医院就要重

复做一次检查这种极大困扰患者的问题，

将得到解决。

病人苦重复检查久矣。“医疗机构检查

检验结果互认”是个实实在在的民生福利

“大礼包”。这不但可以避免患者的钱包无

端“缩水”，更有利于节省患者的就医时间，

还可以杜绝短时期多次检查对身体的伤

害，可谓益处多多。

当然，也要看到“重复检查”的存在，与

不同医疗机构间技术设备水平不同、患者

病情出现变化等情况有关。所以，这项给

患者带来福利的好政策在执行时，还需根

据不同情况做出周到安排。

比如，由于“小医院”和“大医院”在医

生技术、诊断经验、设备配置等方面的差

距，三甲医院的医生对普通医院的检查检

验结果有时会信不过，进而要求重新检

查。针对这种情况，应通过加强培训、医生

轮岗、技术交流等措施，尽快提升“小医院”

的检查检验水平。

还要看到，目前，各个医疗机构都配有

规模不等的检查检验设备，其中有些还购

价不菲。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意味着患者

一项检查只需在一家医疗机构做一次，这

必然导致不少设备的利用率明显降低，并

进而影响医疗机构的整体效益。

医疗机构虽具有公益性质，但也无法

忽视成本收益核算。所以，如何避免某些

医疗机构和医生的重复检查冲动，也需要

相关部门在政策落地环节根据不同情况做

出细致规定。

其实，对患者来说，检查结果互认是福

音，但这只是对不必要的检查不再重复检

查，而不是要求所有的检查全都“一刀切”

地只做一次。患者对此也需有正确认识，

对那些短期内可能有反复或者快速变化的

病情，该多次检查检验的还是应该听从医

生建议。

现在一些医生已经开始发愁，如果需

要病人多次检查时，碰到那种“顶牛”的患

者拿“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说事怎么办？所

以，配合医院、相信医生，进而在政策落地

环节照顾到医生的顾虑，为医生创造宽松

友好的执业环境，也是需要考虑的。

总之，“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体现了相关部门为民负责、切实解决“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的决心，是利民便民之举。

而未雨绸缪，对政策在落地执行环节可能

遇到的新情况，提前预判、统筹安排，才能

将“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进一步做好、坐实。

关爱听力健康关爱听力健康
聆听聆听精彩未来精彩未来
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各地开

展形式多样的爱耳日主题活动，宣

传爱耳护耳知识，增强人们的爱耳

护耳意识。图为在江苏省人民医

院，医生为市民检查耳朵。

新华社 苏 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