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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千万周口人共享“健康红利”
———我市全力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综述

□记者 赵千里 李凤霞 宋馨/文 梁照曾/摄

������医改， 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
然而，医疗是民生之需 ，再难也要
奋力破解这一难题。

敬终如始，攻坚克难。 我市将
深化医改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体部署，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围绕群众 “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持续攻坚，市级层
面针对县域改革的堵点、 痛点、难
点，采取措施，一一解决；聚焦人 、
财、物，全面深化改革。

围绕实现让群众不得病、少得
病，更健康、更长寿的最终目标，我
市医共体建设分三步实施，并确立
三个阶段目标。

第一步 ， 前期重点是夯基垒
台、立柱架梁的构建；第二步，中期
重点是积厚成势、协同高效机制的
建立；第三步，远期重点是医防融
合、分级诊疗就医格局的形成。

三个阶段目标分别是，第一阶
段立足当下，着力解决老百姓看病
难、看病贵的问题 ，让老百姓看病
方便、看病便宜。 第二阶段着眼长
远，让老百姓晚得病、少得病，甚至
不得病。 第三阶段放眼未来，真正
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
中心”转变，让老百姓成为自身健
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让医院和医
护人员成为健康管理的服务人，分
级诊疗得以实现，为群众提供全方
位全周期优质、高效 、便捷的卫生
健康服务。

统一人财物、全市一盘棋。 卫
健部门负责整合县域医疗卫生资

源，统领县乡村三级组建医疗健康
服务集团，凸显“一家人”优势。 集
团内部组建“一办六部”，全部完成
六大中心硬件建设 ， 全面构建管
理、服务、责任、利益一体的紧密型

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
医保是医共体建设的主要突

破口。 医保部门围绕群众看病难、
看病烦，创新改革思路 ，改革医保
支付方式，建立“总额预算、季度预
拨、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
励约束机制，把 90%的医保基金提
前预拨， 变成医院的运营成本，提
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用标准，提
高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报销比例，
将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等

相关政策，形成中西医并重保健康
的格局，由医保政策引导医疗机构
以健康管理为主、从治已病向治未
病的观念转变。

如今，全市 9 个县市区均实现
了医疗卫生机构人财物统管、县乡
村一体的集团化管理运营模式，市
带县、县带乡、乡带村的互帮互助、
强基固本新格局基本形成，有力推

动了医共体改革向纵深开展。
数字是最好的见证 。 短短时

间，周口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跑
出“加速度”，“健康周口”交出亮眼
成绩单：“市强、县优、乡活、村稳”
的黄金“30 分钟就医圈”在全市基
本形成，截至目前 ，全市已成立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 22 个， 覆盖全市
所有乡村；已成立城市医疗健康服
务集团 3 个、 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1
个、互联网医院 4 个 、省级区域医
疗中心 6 个。 “大病不出县、康复不
出乡、小病不出村 ”正惠及周口更
多百姓。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 周口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正以一往无

前的勇气、踏石留印的韧劲 ，在医
改“深水区”乘风破浪，让人民群众
享受更多成果，全力跑出卫生健康
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③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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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改革探索 释放医改活力

打造智慧平台 护佑生命健康
������随着 “互联网+健康医疗 ”
的快速发展 ， 令人耳目一新的就
医场景不断涌现 ： 网上挂号 、 远
程会诊 、 手机查询 、 移动支付等
日益普及 ， 患者就医体验明显改
善 。 市卫健委主任金玉贞表示 ：
“医共体建设的目的就是让老百姓
提升家门口的就医获得感 。 让健
康数据 ‘多跑路 ’ ， 让人民群众
‘少跑腿 ’， 是健康医疗大数据应
用发展的方向。”

搭建互联网医院平台。 我市强
化数字赋能， 着力打造智慧医疗平
台， 构建 “互联网+健康医疗” 服
务体系， 依托市中心医院、 市中医
院 、 市妇幼保健院和周口骨科医
院， 组建互联网医院， 加快打造区
域医疗服务中心 。 同时 ， 与同仁
堂、 喜乐、 翼展医疗、 微脉技术等
39 家全国知名互联网医院公司签
约， 把全国优质医疗资源引进来，
让周口人民不出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全国各地名医的诊疗服务。
建立一体化医共体管理平台。

由市政务服务中心和大数据局牵

头 ， 以郸城县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为基础 ， 按照 “资源共享 、 业务
协同 、 多网互通 、 数据融合 、 标
准控制 、 惠及民生 ” 的原则 ， 全
市统一规划 、 统一施工 ， 构建市
县乡村一体化信息管理平台 ， 建
设全员人口数据库 、 健康档案数
据库 、 电子病历数据库 、 基础资
源数据库四大基础数据库 ， 实现
市县之间、 医共体与医共体之间、
医共体之内的信息互联互通。

实施信息支撑工程。 我市不断
加快建设 5G 基础设施， 提高远程
医疗服务利用率 ， 助力分级诊疗
“落下去”。 截至去年 12 月底， 已
完成 5G 网络建设投资 12 亿多元，
全市县级及以上所有医疗机构所在

区域已实现 5G 网络全覆盖， 郸城
县乡镇重点区域和医疗机构所在地

已实现 5G 全覆盖， 其他县乡镇重
点区域和医疗机构所在地 5G 网络
建设正有力推进， 村级医疗机构所
在区域正在逐步推进。

智慧平台建设 ， 打造了成员
间互联互通的 “信息高速公路 ”，
便捷 、 高效的信息 “高速公路 ”
让资源实时共享 ， 互联互通 ， 成
果喜人。 “我们医院依托 5G 互联
网技术 ， 建立市县乡三级网络 ，
打造一体化的 ‘周口市急性脑卒
中 60 分钟救治圈 ’。 基层第一时
间呼叫 ， 一路绿色通道 ， 确保患
者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救助。” 周
口市中心医院健康服务集团运营

部主任张小虎告诉记者。
远程一开 ， 疾病立断 。 远程

会诊畅通无阻 ， 基层住院医生工
作站发起会诊申请 ， 邀请相关科
室会诊 ， 核心医院医生接受会诊
即可实时查看患者的诊疗信息给

出会诊意见 。 群众在村卫生室看

病， 诊断报告由市人民医院出具，
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大医院的同

质化服务。
近日 ， 周口市中心医院专家

和北京航天中心医院专家顺利通

过互联网医院平台实现远程会诊。
会诊过程中 ， 市中心医院专家提
供患者的临床症状表现和医学检

验等诊疗信息 ， 北京航天中心医
院专家认真记录分析患者的各项

资料 ， 双方就疑难复杂问题进行
细致严谨的讨论 ， 最终确定患者
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据了解， 像这样的远程会诊业
务， 已在市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持
续常态化开展。 为了让老百姓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北上广深一线城市顶

级医疗服务， 该院与中国解放军总
医院、 安贞医院、 天坛医院等 13
家单位建立远程会诊合作机制， 在
疑难杂症治疗、 提高重症患者的诊
治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