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群众需要优质的医疗资源，人
性化的医疗服务，更需要完善的公共卫
生服务。“医”与“防”的结合，从源头上预
防和控制相关疾病，实现从以治病为中
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孩子免疫力差，实在拿不准能不能
打这个疫苗。”陈女士的儿子因为存在免
疫功能异常，迟迟没有去接种疫苗，眼看
着快到了上学的年纪，陈女士十分着
急。其实，在面对接种疫苗这件事上，不
少家长都会因为各种原因产生疑虑。扬
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扬州市妇女儿
童医院联合开设了“儿童预防接种MDT
多学科联合门诊”，安排专家联合坐诊，
帮助早产儿、先天性心脏病、免疫功能异
常等特殊儿童，进行专业评估，提供个性
化的接种指导，让他们最大程度获得安
全保障。

除了医防结合，江苏还进一步探索
医养结合的模式，解决“养老院不能医、
医院不能养”这一矛盾，将医疗服务与养
老服务有效整合。江苏无锡藕塘护理院
于2023年1月正式运营，是江苏首家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嵌入公立护理院的新
型医养结合型护理院。86岁的黄晓平因
脑梗疾病入院康复治疗。入院之初，老
爷子说话都有点吃力，吃饭要人喂。经
过三个月的系统治疗后，他的意识逐渐
清晰，逐渐能自己吃饭，与人简单交流。

护理院解决了社会许多患者的就医
养老的痛点。苏州市的护理院已达 94
家，数量约占全省总数的1/5，为全省第
一，床位数量达到1.96万张，十年间床位
数量增长了4倍多，织密了服务网络，努
力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
老服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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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如今，越
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在江苏学习、工作
和生活。7月8日起，现代快报推出“外
国人眼中的‘开放江苏’”系列短视频，
通过国际友人的视角讲述他们在江苏
创业成长发展的故事，展现他们眼中的

“开放江苏”。今天的视频主角是来自
澳大利亚的白珊（Sian Ann Bray）。

白珊在徐州生活了多年，目前是中
国矿业大学孙越崎学院的一名英语老
师。这些年，白珊了解到不少关于江苏
乡村振兴的故事，感受到了江苏充满生
机与活力的乡村新面貌。

徐州香包历史悠久，是中国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白珊曾在潘安湖国
家湿地公园的香包店，买了一个徐州香
包，也了解到了马庄村是如何通过小香
包成就大产业的。“这家香包店的老板
叫王秀英，她是徐州贾汪马庄村人，已
经做了几十年的香包，在她的带动下，
村里的很多人都学会了这门手艺。”白
珊说，马庄村通过让香包产业化，打开
了创收大门，把小香包发展成了集研
发、制作、销售等于一体的大产业，依靠
非遗“小香包”走上了致富路，越来越多
的村民也通过“小香包”得到了“大实
惠”。

白珊在徐州马庄村了解到的农村发
展致富故事，是江苏众多乡村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江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深化农村改革，探索新的发展路径，聚
焦乡村产业、乡村建设，打造了一批特
色产业，促进农民致富、农村变美，不断
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未来，白珊希望能够将她了解到的
江苏改革发展故事，分享给世界。通过
她的讲述，让更多的人走进江苏，爱上
江苏。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杜雪迎 李楠

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医，就能获得大医院的专家会诊；怕排队缴费麻
烦，可以先诊疗再付费；疑难杂症诊疗缺技术，一流团队来带教……为推进
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护佑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近年来，江苏深化医疗
制度改革，不断创新实践，一方面，均衡优质医疗资源，提升整体医疗质量，
另一方面，多措并举减轻患者就医负担，更将医、防、养双双结合，完善全人
群、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目前，江苏卫生健康委巩固强化已经实践证明
有效的举措，将在医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大改革力度，向“更全、更实、
更细”加速前进，持续提升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梅书华 刘峻

高邮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专家与甘垛镇卫生院
医生进行远程会诊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从夯实健康根
基开始。在农村，受限于地理交通因素
以及基层服务能力不足，居民存在“看病
难、看病贵、看病远”的难题。紧密型医
共体的建设，助力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
上下联动、信息畅通，让原本“各管一摊”
的县乡村级医疗卫生机构“攥指成拳”。
目前，江苏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已取得初
步成效。

“没想到，现在在家门口看病这么方
便，不需奔走转院，就能获得专家会诊，还
能让大医院的专家帮忙读片、看报告。”在
东台市安丰中心卫生院，糖尿病患者陈阿
姨告诉记者，多年来，她的血糖一直控制
得不错，出现并发症时，还获得了东台市
人民医院专家团队的及时帮助。

原来，东台市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打通了医疗机构之间的“围墙”，成立数
字健康驾驶舱，用一张“健康网”织起了
居民就诊、检查、治疗、拿药的全过程，让
居民获得更加公平可及的医疗资源，让
看病变得更加便捷容易。

目前，江苏省69个涉农县区共组建
157个县域医共体，已实现医共体建设县
区全覆盖。2023年，全省由二三级医院
下转患者较去年同期增长 13.8％，由基
层上转患者较去年同期增长2%。随着
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推进，优质医疗
资源回流县域、下沉基层，也推动了分级
诊疗制度落地生根。

随着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医疗健
康服务需求迅速增长，我国医疗保健总
体供给状况从“缺医少药”转变为“有医
有药”，人民群众也更期盼“优医优药”。
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健康江苏，让病有良
医的承诺落地有声，江苏在人才、技术、
科室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将医疗质量提
上新台阶。

在医疗领域，核医学是一柄利刃，能
够为患者带来更为精准合理的医疗。苏
北人民医院的卢霞博士，来自北京安贞
医院核医学科，她的引进，为苏北人民医
院增添了“硬核”力量。儿科建设是家长
最关心的科室之一，“本来考虑带孩子去
北京看，没想到，一流专家早就带着技术
来了。”刚出生的可可（化名）被诊断为先
天性双侧声带麻痹，来自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的主任医师王蓬鹏为
其成功实施手术。在扬州市妇女儿童医

院，来自苏州、北京、上海各大儿童医院
的专家团队不仅为患者解决问题，更是
把技术留了下来，真正助力提升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含金量”。

除了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江苏
的高水平医院建设也取得了积极成效，建
设医院新增高层次人才1924名，新增国
家级医学人才57名。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骨科专家成功当选国际脊柱创新发
展学会首位中国籍主席。江苏省人民医
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个团队入选
首批省关键核心技术人才攻关联合体。
建设医院加速“卡脖子”关键技术攻关，与
全国重点实验室合作开展前沿技术研究
17项。提升科技创新质量，15个学科进
入中国医院科技量值学科排行榜前 10
位。江苏将高标准、高质量持续推进高水
平医院建设，以科技创新赋能，以高端人
才引领，整体提升了全省医疗水平。

去医院就诊，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反
复排队等候。挂号时间长、候诊时间长、
取药时间长、就诊时间短，针对“三长一
短”的痛点问题，江苏省医疗改革重点关
注，连云港市率先提出“先医后付”，以诚
信为基础，以信息化为支撑，实现了“全
程就医、一次付费”，疏通医疗就诊“堵
点”。

33岁的牛女士怀孕26周多，当天想
给医生看一下检查报告。她告诉记者，

“以前看病要拿着检查单、药方，先缴费，
才能去下个环节，现在不需要了。我来
做检查和拿药，不用立刻缴费，一路通
畅。有时在等候检查的时候，用手机缴

费。有时忘记了，就回家缴。”牛女士说，
先医后付，让她看病方便了。连云港市
妇幼保健院副院长汤丽莎也感受到了变
化。她表示，在实施预约诊疗和先医后
付之前，走廊里站满了人。实施以后，患
者集中拥挤的现象有所缓解，座位上满
满当当，但是没有人站着了。

连云港市卫健委主任陈志告诉记
者，推进门急诊流程再造，通过改造信息
系统，将付费操作改为记账操作，收费环
节后置，实现了“先医后付”签约患者就
诊结束后再合并一次性付费，避免患者
重复多次缴费跑腿，最大程度减少患者
非诊疗时间，患者看病流程更加顺畅。

先医后付，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医、防、养三重布局，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

医共体联动上下
资源配置最优化

方向明步履坚
江苏医改提升健康“获得感”

引人才提技术，医疗质量上新阶

白珊：
非遗火出圈
村民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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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数字健康驾驶舱进行区域审方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