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药 也 能 快 递 配 送
——江苏医疗卫生服务重心向基层下沉

本报记者 韩 霁

在家门口看病、网上挂号、专家远
程诊疗、有病找“家庭健康顾问”⋯⋯
随着这些看病方式变成现实，“看病难”
得到了有效缓解。江苏将医疗卫生服务
重心不断向基层下沉，让老百姓实实在
在体验到了更加便捷的就医服务。

饮片集中配送：

构建“虚拟药房”

到家门口的社区医院看病，不必候
诊、排队挂号，医生开好方子，不用患
者自己煎熬，甚至不用在医院等候代
煎，只需回家等快递将煎好的中药送上
门。以这样的方式看中医、吃中药是不
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

实行中药饮片集中配送后，这一切
正在苏州变成现实。在娄门街道娄江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苏州卫生计生委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苏州姑苏区是中药饮
片集中配送的试点，随着试点的推广，
服务愈加完善。

中心负责人介绍，过去基层医疗机
构开设中医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因为
一个中医科不仅需要中医师，还要有药
师、诊室、药房、煎药室和研磨打粉、
熬药等设备，而目前常用的中药就有
1077 味，一个中药房至少需要配备 400
味以上才能满足医师开方的需求，以上
条件都具备才能完成看病、抓药、煎药
的全过程。社区诊所或卫生服务中心一
般门诊量都不大，配备和维持这样一个
五脏俱全的“麻雀”，每年的开支要增加
50 万元左右。这就造成一方面中医服务
在基层生存艰难，另一方面患者养生、
保健、治病的需求难以满足的局面，致
使基层中医服务呈现出萎缩态势。

中医药的优势在于基层，医改的重
点也是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因此，充
分提高中医在基层的服务能力，对顺利
实现医改目标非常重要。

怎样才能扬长避短，让基层中医服
务“轻装上阵”？苏州抓住了饮片配送这
个“痛点”。从 2013 年底开始，苏州试
点开展中药饮片集中配送工作——基层
医疗机构与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签订协
议，建立配送管理信息平台，由中药饮
片生产企业通过物流配送，将饮片或代
煎剂在规定时间内配送到指定地点。

天灵中药是苏州一家有着上百年历
史的老字号，现在承担着为姑苏区 23 家
基层医疗机构提供“虚拟药房”的任
务，总经理李建华告诉记者，他的药房
现有 1000 多种饮片，完全能够满足开
方的需要。

有了“虚拟药房”，只需一位中医坐
诊，为患者诊断后即在“医生工作站”
信息系统内书写电子病历。开具的电子
处方直接传至药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将电子处方传送到天灵中药的信息平
台，接到电子处方后，天灵中药会有药

师审方，并进行配药和代煎，之后将代
煎好的中药配送到社区医院，患者第二
天来拿药即可，未来还将开展快递上门
服务。这样做集中了资源，降低了成
本，而且能够最大限度方便患者就医。

试行集中配送前，姑苏区仅有6家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了中药房，通过实
施中药饮片集中配送，目前，姑苏区的
27 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已经都能提供中
药饮片服务。

“3+X”：

提供“家庭健康顾问”

在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正在看病的鲁大爷告诉记者，
他今年 75 岁，家住附近，因患有高血
压，需经常跑医院检查，他一直选择到
服务中心就诊，而不是离这不远的两家
三甲医院。“大医院人多，这里离家近，
费用又不高，而且还有一直给我和老伴
看病的熟悉的医生，非常方便。”

像鲁大爷一样，慢性病去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在镇江已经成为居民的普遍选
择。目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量占
了镇江全市的 54.15%。因为儿科、老年
慢性病人一般得的都是常见病，而且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在报销比例上还优于三甲，
所以吸引了患者“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
院、康复回社区、健康进家庭”。

“看病难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资源分
布不均衡。如果什么病都跑大医院，那
么再建几个三甲都不够。”相关负责人认
为，看病难的“病根儿”在于基层公共
医疗薄弱。“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将
慢性病和常见病防治引导到基层去，加
强基层公共卫生医疗的力量。”

在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候诊
大厅，墙上一张“3+X 家庭健康责任团
队”，每个街道、住户都对应着医护人员

的名字和联系方式。镇江市卫生局局长
孔汉良告诉记者，在辖区内民政网格的
基础上，重新划分的 58 个公共卫生服务
网格，形成了一张社区卫生服务医务人
员沉底的基层网，“3+X”家庭健康责任
团队就按网格进行分工。“3”是由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的全科医生、社区护士、
预防保健人员组成；“X”是由大医院专
家、护士、医学院学生、街道居委会、
党团员和志愿者等人员组成。“3”主要
以居民健康管理为主要工作职责；“X”
则可以根据自身工作资源优势，协助团
队开展病患的“个性化”服务，如帮助
居民选择适宜的就医方式、提供健康咨
询指导、上级医院预约服务等。

“每个团队每周用于上门服务的时间
不少于 3 次，服务内容包括上门随访、家
庭病床、预约服务、在线交流等，这样就与
社区居民建立了相对固定、和谐的熟人医
患关系。”在这种“家庭健康顾问”模式下，
居民如果出现病情，可以直接找自己对应
的医护人员，如果病情较复杂，医护人员
还可以提供咨询、分诊、导医服务，将大医
院专家的联系方式直接提供给患者，并帮
助挂号。而且，因为关系固定，医护人员
对自己分管的病人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往
往也会提出恰当的治疗方案和建议。目
前，镇江参加“3+X 团队”的全科医师已有
1000多人。

智慧医疗：

家门口看专家

在拥有“名院、名科、名医、名
方”优质资源的江苏省中医院，日均门
诊量都在 15000 人以上，但是记者在医
院里并没有感觉到拥挤和排队。院内亭
廊相连、桃红柳绿，井然有序。

院长方祝元介绍说，这是得益于科
学的管理和信息化系统的应用。每日

2000 多人手机 APP 挂号、5000 多人网
上挂号，还有院内的自助挂号系统和
12580 预约挂号，大大分流了窗口挂号
的压力，缩短了患者的等候时间。

智慧医疗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提高了
就诊预约服务效率，还大大推动了优质
医疗资源共享。

在 4G 远程会诊中心，江苏省中医
院的会诊专家正在应睢宁中医院的请
求，通过视频为一位疑难病症患者诊
疗。睢宁中医院的医师提供了所做检查
结果和影像资料后，通过再成像技术和
屏幕硬拷贝技术，患者的胸片、CT 清
晰地呈现在大屏幕上，江苏省中医院的
会诊专家经过认真查验、分析，在询问
了患者病症之后，对病情作出了基本判
断，并给出治疗建议。

远程医疗会诊是指在医疗机构之
间，运用计算机、通信和多媒体技术，
采取网络视频、音频同步的方式，由被
申请医院的会诊专家为申请医院医生提
供对患者的病历分析、病情诊断，进一
步确定治疗方案的医疗咨询服务。“基于
4G 技术的移动远程医疗系统，还可以实
时指导医生现场做手术。”江苏省卫计委
副主任、省中医药局局长陈亦江说。

“医院在现有移动查房的基础上，建
立了亚洲最大的超高清 85 英寸屏的 4G
远程会诊中心，开通了与周边医院的远程
会诊、远程预约挂号等多种功能。”方祝元
介绍说，目前省中医院已经与周边 28 家
县（市）级中医院建立了“医联体”双向协
作关系。

“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为建
立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江苏省中医院与
各成员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双向转诊机
制，在“南京都市圈”牵头组建的“医
联体”已有成员 30 多家，有效推动了优
质医疗资源的合理流动，缓解了医患矛
盾。而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构建“医联
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报道，杭州市日前出

现“无人收款”超市，顾客

自助计算购物款额并交款。

首日营业结束后，主办方统

计的付款率为 82%。尽管质

疑 声 不 绝 于 耳 ，“ 无 人 收

款”超市还是引起关注，这

说明民众对建立诚信社会有

着切实需求，也表明社会力

量特别是商业机构等能够在

诚信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

作用。

在我国加快建设诚信社

会过程中，政府部门一直是

主要推动力量，建立了各项

规章制度和基础平台，去年

6 月国务院印发 《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

2020 年）》，已成为这项工

作的总纲。另一方面，通过

宣传教育等手段，引导大众

自觉遵守社会公序良俗，形

成道德约束力量。这种做法

无疑是必要的，但也应该看

到，建立信用社会还需要社

会力量的参与，特别是诚信

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基

石，由企业力量推动社会诚

信体系建设是应有的责任和

担当。

身 处 “ 互 联 网 + ” 时

代，移动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等技术创新可以成为

商业机构和社会力量打造信

用社会的利器。央行此前印

发的 《关于做好个人征信业务准备工作的通知》

中，就涉及到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目

前，阿里巴巴将征信与电子商务结合的模式已大范

围推广，并将探索接入公共机构的数据，使信用评

级更加准确可信。相信人们应该乐于见到更多由企

业发起组织的诚信建设活动，从而切实感受到信用

社会的便捷，进而培育良好的信用意识和契约

精神。

建诚信社会离不开商业力量

周明阳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过 度 集

中 、 基 层 公 共 医 疗 基 础 薄

弱、服务跟不上，是“看病

难”的重要原因。如何实现

“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

康复回社区、健康进家庭”，

有效缓解“看病难”？江苏省

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参考。

为了贫困先心病患儿

6 月 8 日—13 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联合合生

元母婴救助基金、武警总医院医生一行 20 余人，

深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对 14 周岁以下

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儿童进行免费筛查，并安排符合

手术指征的患儿赴北京实施免费治疗。活动为

5000 余名儿童进行了筛查，其中经确诊符合手术

指征的患儿 135 名、0—2 岁明确诊断但有自愈可能

的患儿近 50 名。据了解，国家彩票公益金和合生

元母婴救助基金将各提供 100 万元，用于资助患儿

治疗。 （张忻忻摄）

工作人员带着孩子们等待筛查。

来自北京的医疗专家在为儿童进行筛查。

云南贫困先心病患儿筛查行动启动仪式。

本报讯 记者李琛奇 陈发明报道：
为加快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更好保障农村
居民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甘
肃将加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
工作，重点实施面向村卫生室的 3 年制专
科层次免费医学生培养。

甘肃日前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中提出，
通过 10 年左右的努力，力争全省乡村医
生总体具备中专及以上学历，逐步具备

执业助理医师及以上资格（期间，力争到
2020 年，使全省乡村医生持有执业医师
资格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达到
50%以上）。

据了解，甘肃订单定向培养的免费医
学生主要招收农村生源，在甘肃医学院等
医学类高等学校设置临床医学专业全科医
生方向，面向全省定向招录医学生。甘肃
省级教育部门将制定免费医学生招生计
划，每年至少招收500名免费医学生，连续

招收10年，免费医学生培养经费由省、市、
县财政负担。毕业的免费医学生要与乡镇
卫生院签订一定年限的服务协议，并安排
到村卫生室工作。

随着基层首诊、分级诊疗制度逐步建
立，甘肃要求各地综合考虑辖区服务人口、
服务现状和预期需求及地理条件等因素，
合理配置乡村医生，原则上按每千服务人
口不少于 1 名的标准配备乡村医生，保证
每个村卫生室至少有1名乡村医生执业。

甘 肃 定 向 培 养 乡 村 医 生

图① 江苏省中医院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大大缓

解了挂号的难度，图为患者正在通过信息系统预约

专家。

图② 在镇江京口区健康路卫生服务中心，通过

远程医疗可以和省内三甲医院实现联网在线诊疗。

本报记者 韩 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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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现在，打开百度，搜索“大邑崇孝颐
养中心”，首先跳出的网站，评价颐养中
心“是个养老公寓，环境好，空气好，总
体不错。”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鹤鸣
乡的养老机构已实现商业化运作多年。

家住成都市成华区的赵峥正是颐养中
心的一位业主。“2012 年，我和我二姐在
这里买了一间 50 多平方米的公寓，想留
着以后养老用。现在离退休还有几年，中

心将公寓返租，每年我们可以收到 2 万多
元的租金。”赵峥告诉记者。

专业养老机构购买服务，是一些老人
的选择，还有部分老人选择政府兜底的养
老服务，资阳市雁江区桥亭子社区“福怡
长者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就是其中一家。

据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每位老人每
月只需缴纳 20 元就能成为中心的会员，
入会后便可以享受这里除餐饮以外的所有
服务，娱乐、保健咨询等。这些都得益于
当地以政府购买的方式进行的财政补贴。
据介绍，困难家庭老人在此养老，政府将
按照每人每年 300元进行补贴。

不论是社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还
是财政补贴养老机构，都是四川省近年

来着力支持的养老服务模式。今年，四
川 省 将 安 排 养 老 服 务 业 发 展 专 项 资 金
11.33 亿元，用于支持建设养老机构和社
区日间照料中心、构建居家养老服务支
持机制等。

去年，四川首次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养
老服务业发展。随着养老服务业被纳入 5
大新兴先导型服务业范畴，今年起四川又
新增 3.5 亿元专项资金。“四川老龄化指
标高出全国 4 个百分点，迫切需要社会提
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四川省
财政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专项资金除用于
强化公办养老机构保基本、兜底线外，还
将用于居家养老服务企业和社会组织培
育，加快城乡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建

设和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鼓励支持社
会力量发展养老服务业。

“这种资金安排符合‘9073’的养老
结构，即 90%的老人选择在家中安度晚
年，7%的老人通过社区照顾实现养老，
3%的老人入住养老机构集中养老。”西华
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何东表示，未来养老
应呈现多层次，除城乡“三无”老人、失
能失智老人等政府“兜底”外，应注重如
何利用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加快
养老产业发展，实现养老社会化。

四川省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
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
撑，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
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覆盖所有居家老年
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所有城市社区，
90%以上的乡镇和 6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
立养老服务设施和站点。养老服务提供就
业岗位 75 万个以上。养老服务业成为服
务业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到 2017 年，
养老服务覆盖所有居家老年人，养老服务
设施覆盖 90%以上的城市社区，75%以上
的乡镇和 5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立养老
服务设施和站点。

四川加大养老服务业发展

专项资金挑大梁 社会资本来帮忙
本报记者 刘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