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千

家万户的幸福安康，让群众

从“能看病”到“好看病”，是

一直以来的社会关切。为

此，福建省加快推进“互联

网+医疗健康”深度融合发

展，在推动医疗精细化管理、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改

善群众就医体验等方面为群

众就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捷

与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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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要苦苦排队等候放号，有时还不
一定约得到；现在有了智能化预约挂号正规
渠道，第一时间就能自动约上专家号，省心
又省力。”福建省漳州市医院，正在就诊的张
女士感叹，“预约挂号与实时查看叫号情况，
能让患者准确把握就诊时间；医院缴费退费
都可以直接在手机操作，诊后报告单也可以
实时推送到手机，看完病即可安心回家，就
诊效率特别高”。

一部手机、一个APP就能完成从挂号
缴费、信息查询到在线支付、医院报告单推
送的全过程，这是漳州市医院依托互联网技
术为市民带来的就医新体验，也是福建省大
力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应用的一个缩
影。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以
来，福建省加快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深
度融合发展，在推动医疗精细化管理、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改善群众就医体验等方
面为百姓就医带来实实在在的便捷与实惠。

推动医疗精细化管理
提升就医满意度

医疗卫生事业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
安康。从“能看病”到“好看病”，从“看上病”
到“看好病”，这是患者看病需求的新变化。
为此，依托互联网技术，福建省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架构目前已基本建成，实现了从省到
村五级卫生健康信息网络互联互通。据悉，
该省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以及50%的民营医
疗机构均已接入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累计存
储全员人口个案信息3800万条，电子健康
档案3697万份，诊疗记录近3.5亿份；先后
建成6大类28项业务应用信息系统，初步实
现了全省诊疗记录、健康档案跨区域、跨机
构共享调阅，三级医疗机构39项检查检验
结果实现网络互认。信息平台和系统建设
有效推进了精细化管理，实现医疗系统程序
化、标准化、数字化管理模式，减少医疗资源
浪费，节约医疗成本。

“我们利用信息化平台成立120急救调
动指挥中心、远程在线专诊门诊中心、远程
医疗会诊中心、检验诊断中心、病理诊断中
心、物流及配送管理中心、病案管理中心等
12大中心；实施了远程视频会议系统、远程
视频心电诊断系统、远程视频影像诊断系
统；实现了信息横向与纵向的互联互通、资
源共享、检查化验等结果互认，提高县域医
疗技术水平，方便市民就医。”三明市尤溪县
总医院党委书记杨孝灯表示。

为提升百姓求诊问医满意度，尤溪县总
医院还通过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搭建医共体
人事、财务、药械、业务、绩效、信息、养老“七
统一”运营管理平台，优化职能科室功能应

用，实现医共体信息
管理；利用信息

化技术，拓

展县域平台功能，构
建“三级共管、两个结合”，即县、
乡、村三级共管，公共卫生与医疗资源结合
的信息管理网络。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互联网大数据的兴
起也为医疗管理提供了便利。从医疗财务、
物资、人员等内部管理以及医疗检查、诊断、
处方等临床两个方向同步发展，福建省已形
成医疗大数据指导医院管理和临床高效运
转管理，全方位提升了医疗质量和服务水
平，扎实推进医疗精细化管理，进一步提高
了百姓的就医满意度。

“根据第三方调查显示，2019年，公众
对二级以上医院的整体满意度为89.55分，
比2014年上升13.07%。”福建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主任柳红介绍，福建作为全国首批医
改综合试点省，已连续4年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效果评价位居全国第一。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惠及更多百姓

随着互联网医疗健康行业不断发展，百
姓上网看病的习惯日渐养成。与之相应，

“互联网+医疗健康”的应用为加快医联体
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加快下沉提供了有
力支持。2019年4月，福建省立医院是省内
首批推出的互联网医院，开展在线咨询、慢
病续方、远程门诊、教学查房、健康管理等互
联网服务，为患者提供了全方位、全周期、连
续性的优质服务。

远程模式打通了患者与医院医生的距
离关卡，既可以使偏远地区与出行不便的患
者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又可以提高大
城市的医疗服务以及医生自身水平，更合理
地配置医疗资源。

在福建莆田市，通过借鉴“滴滴打车”互
联网理念，创新影像远程会诊服务模式，打
造影像医生签约服务基层平台，建立了患者
与医生、各级医疗机构间的线上沟通渠道，
成功推动分级诊疗模式的落地。这不仅充
分调动大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还有效缓
解大医院影像检查拥堵等现象，让市民在基
层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断水平，实现了
医疗资源的重新整合与配置。

“该平台从上线至今，已完成会诊30.5
万例。与之前的影像远程会诊相比，平均会

诊完成时长从2个小时下降为4.67分
钟 ，审 核 率 由 59.4% 上 升 至

99.25%，为市民每年减少
约 500 万元的医疗

费用，有效提

升
了会诊效率，减
轻市民负担。”莆田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卫生健康数据管理中心副主任陈
志颖表示。

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在互联网技术有力支撑下，百姓就医体
验得到了良好改善。挂号少排队、检查不重
复、缴费更便捷、转诊更顺畅、远程医疗更可
及。互联网让基层与医院、患者与医生的关
系更加互融互通，改善了就医体验，提高了
看病效率。

经过不断实践和探索，福建省立医院建
立了一站式医学检查预约平台、院内运送系
统、叫号系统、院内导航服务等一系列便民
服务。“自开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工作以
来，目前门诊预约就诊率达90%，平均候诊
时间由57分钟缩短至16分钟，医技检查预
约时间由17分钟缩短至1分钟。”福建省立
医院院长朱鹏立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福建省漳州市也在“互联
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中积极创新，
取得了明显成效。

家住漳州市龙文区的肖女士发现，漳州
市卫健委的公众号含有生育登记功能，仅需
在手机上填写配偶信息，就能在线办理业
务，再也不需要带着一堆证件跑到乡镇窗口
排队办理。“有了互联网线上办理的功能，真
的很便捷，极大方便了就医，建议政府今后
多推出这类便民措施。”

“漳州市整合区域医疗服务资源，建立
统一健康门户，接入29家医院和121家基
层医疗机构的信息系统，统一资源管理、统
一便民入口，提供各医院就医指南、预约挂
号、充值缴费、检查检验报告查询以及生育
登记等20余种便民服务，满足了市民看病
就医最直接的需求。”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任许鹃君介绍。

如今，在福建很多大医院，挂号机、医院
APP等服务设施早已成为“标配”。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打破了行业壁垒，深化
了卫健信息系统的整合，逐步建立全民健康
信息“一张网”，切实缓解了市民“看病烦”与

“就医难”的问题。
柳红表示，福建省下一步将通过健全完

善“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服务体系，更加精
准对接群众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健康
需求，让大家真真切切享受到“互联网+医
疗健康”创新成果带来的健康红利，在看病
就医时更省心、省时、省力、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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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近日公布消息：2018年，中国公民
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持续提升。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
文化素养调查显示，随着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工
作稳步推进，全国15岁至69岁人群中，具备中医药健康文
化素养的人数超过1.58亿，提前两年实现了中医药文化建
设“十三五”规划目标。

据了解，本次调查在全国31个省、区、市随机抽取调查
点336个，覆盖15岁至69岁常住人口达80789人。调查
显示，目前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的普及率、阅读率保持
在较高水平，信任率、行动率有明显提高，中国公民中医药
健康文化5个维度素养水平均呈逐年增长趋势。

记者从调查结果中发现，随着健康扶贫工作的深入推
进，在提高欠发达地区群众医疗保障水平、加强相关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建设的同时，有效促进了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
素养的提升。欠发达地区群众不仅更好地获得中医药服
务，而且更多接触了解到中医药健康文化和科普知识。

在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阅读率方面，数据显示，电视、
图书、广播等传统媒体的阅读率与2017年相比均呈下降趋
势，其中报纸和杂志的下降幅度最大。与此相应，手持终端
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阅读率的增长强势。

“调查结果反映出新媒体的信息传播优势，提示下一步
要主动掌握中医药健康文化在网络平台传播的主动权，充
分发挥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创新推广方式和普及形式。”对
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查德忠表示：“要正视信
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中医药科普和文化传播带来的挑战，
深刻把握现代传播规律和特点，加强权威中医药健康知识
的供给，逐步打造更规范的新兴媒体传播主渠道。”

“下一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将聚焦重点区域，不断缩
小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的区域性差距。”查德忠表示，要强
化优势途径，充分发挥大众媒体尤其是新兴媒体的传播优
势，创新推广方式和普及形式，逐步实现中医药健康文化传
播及知识普及常态化；抓住重点人群，做好分类指导，建立
多层次、多样化中医药特色健康文化知识传播体系，促进中
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的整体性提升；优化传播内容，推出一批
内容规范、适宜传播的科普产品，努力推动中医药健康文化
由知到行。

国人中医药健康文化

素养水平逐年增长
本报记者 祝君壁

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最新监测显示，目前，我国部分省
份进入流感流行季节，主要以甲型（H3N2）和乙型维多利
亚系为主。经济日报记者走访各大医院发现，与平时相比，
全国许多医院的呼吸科、发热门诊、儿科就诊人数明显增
加，一些流感重症病例也时有出现。

那么，流感防治该注意些什么？记者采访了相关
专家。

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李中杰表示，流行性感冒
等呼吸道传染病是人体感染病毒、细菌、支原体、衣原体等
病原引起的，以呼吸道症状为主的一类疾病。许多病原引
起的症状很轻，属于自限性疾病，即不予以治疗可以自行康
复；部分病原仅引起上呼吸道的症状，比如咽痛、流涕等；而
有些病原会引起较为严重的症状，包括支气管炎、肺炎和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某些特殊人群，比如老年人、儿童、
孕产妇和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感染呼吸道病原后易并发
肺炎、脑膜炎和心肌炎等疾病。此外，呼吸道传染病可通过
咳嗽、打喷嚏等喷出的带有病菌的飞沫或飞沫核传播，健康
人接触患者排出的被病原污染的物品也可感染。

李中杰表示，预防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是接种
疫苗。通过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有效减少感染、发病和重症
发生的风险。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良好的个人卫
生习惯也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手段。

流感多发季节

如何做好预防
本报记者 吴佳佳

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护士在福建省南平市第一医院护士在
指导患者使用取号机指导患者使用取号机。。 廖晨星廖晨星摄摄

福建漳州市统一健康门户宣传福建漳州市统一健康门户宣传
海报海报。。 谢小玲谢小玲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