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亮痛点 点变

主编:刘峻 责编:葛青凤 美编：陈恩武

A13

HEALTH
2024.6.25星期二 大健康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推动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人才是推动医院提质扩能的基础，高
层次人才在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岗位发挥
着决定性的支撑作用，更是增强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硬实力”的关键，示范项目中，
扬州专门规划了“5211”卫生人才智汇扬州
行动项目，拟在3年内新增5000名卫生人
才。2023年，苏北人民医院正是以该人才
项目为契机，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知名高校
优秀人才前来加盟，进一步提升了医疗服
务能力，更培育出一批临床重点专科。

“谈了不到十分钟，我便下了决定。”
一次简单却又隆重的对话，让北京安贞医
院核医学科专家卢霞与苏北人民医院结
下了不解之缘。在谈话结束后不到一周
的时间，人才引进手续办理完毕，卢霞来
到扬州，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提起核医学，许多人都有些陌生。然
而这项学科，却是实现合理医疗的一柄利
刃，能够剥开繁冗的病症表象，为患者带
来更为精准的医疗。近年来，我国冠心病

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有的患者查出血管堵
塞，第一反应就是心肌缺血，认为要立马
放支架疏通血管，这种常规思维甚至导致
有患者在放了4个支架后，仍然出现心绞
痛。“其实，要不要放支架，是我们核医学
说了算。”卢霞告诉记者，在心血管领域，
心肌灌注显像才是无创性诊断心肌缺血
的金标准。

这名天天与“核”打交道的引进人才，
不仅给苏北人民医院带来了“硬核”力量，
还让许多患者少走了弯路，大大提高了救
治效率。核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关键
是放射性药物的研发，卢霞不断探索新的
药物和治疗方法，致力于为患者提供更优
质的医疗服务。

近年来，苏北人民医院高度重视人才
工作，现有博士215人、硕士973人。近
一年，该院共引进高层次人才21名，致力
于解决“高精尖缺”和“卡脖子”的“痛
点”，为医院高质量持续发展积聚后劲。

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问题，优质医疗
资源是核心。紧密型医联体释放了区域
的协同力量，强化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核
心，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充、合理布局
和下沉，让人民群众就医更加公平可及。

“我们考虑是糖尿病引起的胃瘫，如
果确诊，有两种治疗方案……”在高邮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桂
武和副主任医师戴国峰正在与甘垛镇卫
生院的医生进行远程会诊。前不久，一名
聋哑患者因为呕吐不止来到甘垛镇卫生
院就诊，因为不确定病因，该院立即与上
级医院联系会诊，由患者高血糖这个切入
点，明确了下一步治疗方案。

患者在家门口看病，不需要奔走转
院，便能获得专家会诊，还能让大医院的
专家帮忙读片、看报告。高邮市中医院的
诊断服务中心，可以线上接收下级卫生院
传输过来的影像资料，及时读片，传输结
果。此外，作为扬州下辖县级市，高邮市
还构建了以县级公立医院为龙头，农村区
域医疗卫生中心为枢纽，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村卫生室、社区

卫生服务站为网底的四级联动医疗服务
体系，实现医共体药品供应保障一体化。

“我们要力争让患者生病就诊时，只
挂一次号，只住一次院，只缴一次费。”扬
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王劲松介绍，
扬州市探索四个维度紧密型医联体模式：
在市域，组建三甲医院牵头，县级医院和
基层卫生院参与的，以技术、人才、管理、
协作为纽带的 4个支援型医联体；在市
区，组建城市公立医院牵头、城市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参与的3个城市医疗集团，实
现医疗资源一体化整合；在县域，组建县
级医院牵头的6个县域医共体，实行县乡
村“一体化管理”；在基层，组建20家农村
区域性医疗卫生中心牵头的县级区域医
共体，带动周边乡镇卫生院提升水平。
2023年，全市县域内就诊率稳定在92%
以上，基层诊疗量占比达到62.78%，同比
上升5个百分点，住院次均费用和参保患
者次均自付费用同比降幅分别达7.37%、
28.26%，平均住院天数同比下降1.47天，
群众看病就医负担进一步降低。

引人才焕活力，增强高质量发展“硬实力”

重点技术从无到“优”，提升高质量发展“含金量”

医防融合覆盖全人群，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紧密型医联体释放力量，强化高质量发展核心

“以改革为突破口，引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整个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提升和体系建设，这就是
我们的最终目标。”2023年4月，扬州市成功申报第二批国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扬州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赵国祥提出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目标，一年多来，扬州聚焦群众
看病就医的急难愁盼问题，通过改革，将以往的“堵点”“痛点”逐步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亮点”“风景”。

通讯员 吕萌萌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峻 梅书华（受访者供图）

提升公立医院服务能力是改革示范
的重要内容，解决民众疑难危重症，重点
诊疗技术不可或缺。近年来，扬州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妇女儿童医院建设与
发展，扬州市妇女儿童医院顺利投入运
营，填补了扬州地区儿童医院的空白。
为推进诊疗技术的发展，2023年 11月，
扬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与苏州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签订《合作共建扬州市儿童医
院框架协议》，初步形成以苏州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全面托管、合作共建”为主体，
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上
海市儿童医院专科发展为支撑的“一体
两翼”格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主
任医师王蓬鹏来到扬州没多久，便带领
扬州市妇女儿童医院的团队开展了扬州
市首例新生儿气管切开术。刚出生的可
可（化名）呼吸困难，王蓬鹏初步诊断孩
子患有先天性双侧声带麻痹。这种疾病

导致患儿在用力呼吸时，声带中间只有
很小的缝隙能进气，长此以往，会导致呼
吸功能衰竭，进而危及生命。“做‘气管切
开’！”王蓬鹏当机立断，成功实施了手
术。记者了解到，该项手术，即便是在北
京儿童医院，每年收治的此类患儿也只
有20例左右。

在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指导下，扬州市
妇女儿童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5项，从
无到有组建了耳鼻咽喉科病房，实施的
鼻孔闭锁成形术和新生儿气管切开术均
为扬州市首例。“我来这里的第一个月就
做了腺样体肥大手术，至今已开展40余
例。目前，科室主任已经可以独立完成
这项手术。”为了提升诊疗能力，推动专
科发展，专家团队不仅为患者解决问题，
更是把技术留了下来，让当地居民的看
病难转变为看难病，真正助力提升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含金量”。

为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更完
善的卫生服务，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刚需，医防融合则是筑牢根基的重要举
措。扬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创新医防
协同机制列为示范项目的重要子项目，相
继开展了一系列行动，推动医防协同机制
高效运行，让全民享受健康福祉。

“儿童预防接种MDT多学科联合门
诊”是扬州首个儿童预防接种方向的医
防融合联合门诊，由扬州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与扬州市妇女儿童医院联合开
设。接种疫苗，对于普通儿童而言，是一
件比较简单的事，但早产儿、先天性心脏
病、免疫功能异常等特殊儿童，在面对接
种时，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甚至难以接
种，家长更加忧心。扬州市疾控中心张
开月主管医师介绍，他们安排专家联合
坐诊，帮助这些特殊儿童进行专业评估，

提供个性化的接种指导，让他们最大程
度地获得安全保障。

除此之外，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还组织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联合开展“健
康管理型医院”创建、结直肠早癌筛查项
目、青少年近视防控干预行动，与医疗机构
分别合作打造青少年近视防控MDT联合
门诊、结核病防控MDT联合门诊等，并积
极探索“防、筛、治、管、康”全周期健康管理
模式。将慢性病预防关口前移，开展健康
生活方式干预行动，增强全民重大慢性病
防治意识和技能，2023年完成肿瘤等重
大慢病筛查干预26.8万人次。

以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促进管
理、考核、教培相融，扬州市二级以上医
院全部设立公共卫生科，选派疾控中心骨
干到公立医院驻点挂职，开创医防协同新
格局，让群众能治好病，更能防得住病。

核医学科专家卢霞

专家远程会诊

扬州市妇女儿童医院全景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