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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健
康中国战略，强调人民健康是民族
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国务
院《“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规划》指出，“十三五”时期
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段，也是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关键时
期。其中，作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的基本目标之一，分级诊疗被视为
有效改善民众就医感受、理顺医疗
秩序的利器。如何有效优化医疗资
源配置，如何真正实现基层医院看
常见病和多发病、大医院看疑难杂
症的就医秩序?

经过近几年的探索实践，济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交出了一份让人心
悦的答卷。该院创新医联体建设形
式，设计“互联网+”模式下精准
医疗“同质化”服务项目，组建影
像、心电、检验、病理“四大诊断
中心”，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县乡
村，构建起了服务同质化的医联
体。

截至目前，济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同质化网络单位包括市级直属医
院4家、县级直属医院49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12家，乡镇卫生院108

家，覆盖3601家村卫生室，初步形
成基层首诊、分级诊疗、急慢分
治、双向转诊的诊疗模式。

基层医院看病

大专家帮忙来诊断

“以前看病总是去城里的大医
院，现在从镇卫生院检查就能得到
大医院的诊断结果，真是太方便
了!”济宁高新区柳行街道的李大娘
一直是大医院的常客，伴随着济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医联体”、医疗
服务同质化工作的深入开展，她和
许多老邻居会时常相约到柳行街道
卫生院查体、问询。

2011年以前，济宁市高新区卫
生资源相对匮乏，当地群众看病就
医难问题突出。济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创造性地整体托管高新区5家乡
镇卫生院、 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探索出一条可行并可持续发展
的卫生支农新模式。

自从托管以后，济宁市第一人
民医院和高新区管委会累计投入数
百万元改造提升卫生院。三甲医院
医生定期坐诊、查房、授课，来诊
患者多了起来，医护队伍也逐渐成
长起来，卫生院发展揭开崭新篇
章。

伴随着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远
程医疗服务同质化项目的启动，越
来越多的县级、镇级医院迎来了发
展的春天。

屏幕上一条条曲线闪烁不停，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心电图室里一
片忙碌的景象。这些心电图通过网
络，从济宁的各家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传送过来，携带着不同的健康信
息，等待医生进一步解码。“每天
传送过来的心电图大约500份。”
心电图室主任李兴杰说，基层患者
的需求大，他和同事时刻都在第一
时间做出准确判断，然后将诊断意
见传回基层医疗机构，指导基层医
生对症施治，中心专家24小时进行
心电分析及诊断，保证诊断报告的
准确性、严谨性和及时性。

去年11月，汶上县人民医院急
诊科在对一名乳腺肿瘤患者进行病
理检查时，医生们感觉诊断起来很
有难度。难以确诊，手术方案就难
以选择确定。为了避免患者病情进

一步恶化，汶上县第一人民医院医
生通过病理网络平台向济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求助，请求尽快进行会
诊。

看到信息后，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病理科主任林凡忠立即开通远
程会诊系统，确诊为恶性肿瘤。汶
上县人民医院随即开展了肿瘤根除
手术。及时确诊，对患者进行了最
有效的手术治疗，避免二次手术的
风险。

林凡忠介绍，目前济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病理网络平台与12家县级
医院建立远程协作关系，不仅能够
实现远程会诊，而且当县级医院遇
到困难时还可以远程教学帮助解
决。通过网络平台实现病理检查
“直通车”机制，对一些难以开展
的病理切片检查，还可以将冷冻切
片送至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检
查。

除了心电、病理网络平台，医
院还成立济宁市医学检验中心，包
括生物医药转化研究中心、全基因
组测序和生物信息中心等；搭建济
宁市远程影像诊断平台，二级医院
派驻影像科人员驻点办公，一站式
诊断让基层医生、患者都受益。
“四大平台”形成一个完整的云数
据平台。

2018年，远程医学中心会诊量
1 8 . 2万例，累计会诊总数达6 0万
例。各项远程医疗服务常态化、规
模化，效果显著，全天候全域覆盖
的远程分级诊疗体系已初步建立，
使偏远地区医务人员可便捷获得点
对点的长期技术指导和帮助，将优
质医疗服务延伸到末端、巩固在基
层。通过远程医疗，上级专家在线
阅片、诊断、疑难会诊，方便患
者，保证辅助诊断水平的同质化，
提升社会医疗效率，也推进社区医
疗质量的提高。

专家下基层

帮看病更带队伍

能够看好病，诊断正确是前
提，有效治疗是关键，人才是基础!

为此，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基层
卫生医疗机构人才队伍培养方面猛
下苦功。

在加快建设网络诊断平台的同
时，创新医联体支援形式，以慢病
为切入点，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全流
程健康路径，选派知名专家担任
“第一院长”“第一主任”抓好医
联体单位管理、学科、技术的“传
帮带”，持续完善帮扶托管模式。
医院作为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每年接收成员单位委培住院
医师来院规范化培训。2018年接收
89人进行规范化培训，举行148期继
续医学教育项目和各种学术会议，
吸收医联体成员单位医护人员参加
学习。2018年，免费接收成员单位
进修学习428人，组织有针对性专
题讲座118场次，培训基层医务人
员近6000人次。

“这个微创手术实在是太好
了，才第4天就可以出院了 !”在兖
州区中医医院外科病房内，即将出
院的刘先生称赞不已。刘先生到兖
州区中医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慢性
胆囊炎，需要行胆囊切除手术。
“此前有个朋友就因胆囊炎进行了
切除手术，采用的是传统的外科手
术，创伤挺大恢复也很慢，并且留
下了一个很大的伤口。在听说要进
行胆囊切除手术时，我整个人都蒙
了!”

刘先生所采用的微创手术，此
前在兖州区中医医院基本没有开展
过，而这一先进技术的开展，得益
于与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立的紧
密医联体协作关系。

去年9月份，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安排乳甲外科医学硕士、副主
任医师李鹏到兖州区中医医院担任
外科“第一主任”。从门诊到查
房，从诊断到手术治疗，李鹏将三
甲医院规范化的诊疗模式根据实际
情况不断进行推广，不仅满足于常
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并大胆
提出要开展一些新项目、新技术。
很快，在两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微创阑尾切除
术、超声引导下乳腺肿瘤切除术等
陆续开展。正是由于这些新技术、
新项目的开展，兖州区的许多患者
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先进的手术治
疗，不仅创伤小、恢复快，而且降
低了传统手术中的各种并发症，也
降低了患者的心理和经济负担。

此后，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又
向兖州区中医医院眼科等派驻了

“第一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济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利用儿科(国家级
重点专科)、神经内科(山东省重点
专科)、神经外科(山东省重点专科)

在鲁西南地区的学科优势，组建首
个专科联盟。该联盟的成立，将逐
步解决目前鲁西南地区专科医疗资
源分布不均衡，特别是基层儿科基
础薄弱，上下转诊不对称等突出问
题，搭建区域内知识、技能、思想
碰撞升华的平台，促进联盟成员单
位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医疗技
术、远程会诊等方面进行更加深入
的交流合作，对紧密型医联体形成
补位发展模式，提升解决专科重大
疾病的救治能力。

享同质化服务

分级诊疗现雏形

“以前，每个月的住院患者也
就十多个，现在每月能有七八十
人。”看到微山县张楼乡卫生院的
变化，院长张振峰掩饰不住地高

兴。“没有正确诊断结果、资深专
家的支撑，医院只能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对疾病的认识总是雾里
看花。”张振峰说，通过健康数据
云以及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家的
培训，卫生院对患者病情诊断更加
准确，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也更
加有效，得到了越来越多患者的信
任。

看到医联体给医院带来的变
化，兖州区中医医院院长孔庆民也
是兴奋不已，“四大远程诊断中
心，让基层医院的诊断更加准确，
三甲医院派驻的医生，不仅给医院
技术带来了提升，更是带来了先进
的管理制度和理念，让医院各学科
的学习氛围更加浓厚，使得中医院
的发展后劲更足。”

“基层医院诊断能力提升了，
受益的首先是患者，省心又能省
钱。同时基层医院和医院的大夫也
在不断进步，受益匪浅。”济宁市
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孙
树印说，依托市第一人民医院数据
云，已经建成以济宁市第一人民医
院为区域医疗中心，涵盖50余家二
级及以上医院、 1 0 8家乡镇卫生
院、3601家村卫生室的医疗精准服
务同质化服务网络体系，依托互联
网汇聚“源头活水”，将市一院专
家群的优质医疗资源通过“互联网
+”下沉到各级医疗机构。以同质
化网络体系为实施载体，通过学
科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对基层专
科 进 行 扶 持 ， 探 索 建 立 “市—
县 — 乡 — 村 — 户 ” 医 疗 服 务 网
络，推进门诊前移，借助“互联
网+”让乡村医生的服务“插上了
翅膀”，实时协同乡村医生给老
百姓诊察疾病，形成“互联网+”
条件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

为进一步深化合作共赢、共
同发展，区域医疗资源共享取得
初步成效，在医联体内特殊临床
专科技术、检查检验等方面实现
了资源共享，保证了服务同质，
提升了诊疗水平，降低了医疗费
用 。 另 外 通 过 畅 通 双 向 转 诊 通
道，完善财政、价格、医保等配
套政策，医联体上下贯通的互动
衔接机制初步形成，保证转诊患
者的良好就医体验、及时得到连
续的就诊服务，推动构建了整合
型医疗服务体系。

去年，医院成立双向转诊服
务中心，借助信息化手段优化转
诊、就诊流程与管理，提高工作
效率和患者满意度。完善双向转
诊工作制度与流程，选定试点科
室制定强制性下转制度、标准，
设立双向转诊优先窗口和双向转
诊导诊台。利用“手机APP”建立
“双向转诊”便捷通道，上下级
医院可把需要转诊的病人资料、
检查报告等信息上传至云平台，实
现信息互联互通。

“紧密型医联体进入一个新的
互动发展阶段，将有利于调整优化
医疗资源结构布局，形成上下联
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运行机
制，为建立分级诊疗协作机制和构
建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双向转诊
奠定了坚实基础。”孙树印表示，
不断创新医联体工作，推行“互联
网+”发展模式，探索多方共赢分
级诊疗新模式，最终目的是实现分
级诊疗这个目标。

（胡安国 周静）

让患者共享优质医疗资源
———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深入开展医联体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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