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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基层群众的就医幸福感，共享医
改的“健康红利”是构建医联体真正目标。

郑州市各医院正在积极探索“互联网+
医院”，开展远程会诊服务。互联网医院触
角还延伸到了村卫生室。

在大隗镇纸坊村，不少村民就告诉记
者，如今在家门口的卫生室就能和专家对
上话，省时又省钱。原先基层医院就诊人
很少，现在通过分级诊疗、居民签约等方
式，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疗

服务。
据统计，我市已累计开展1.8万例远程

诊疗，郑州依托医联体建成的远程诊疗中
心已达到19个，投入3000万元为基层提供
远程诊疗终端设备，并投入1393万元配备
转诊、巡诊车辆及其他设备36台（件）。

下一步，郑州还将加大财政补助，继续
推进远程诊疗技术、分级诊疗制度发展，让
居民在医联体各医疗机构都能享受到同样
标准和同等质量的医疗服务。

家门口有名医坐诊，远程诊疗有专家会诊

构建医联体 破解看病难

“在家门口就能让省会专家看病，还能面对面交流，以前真是想都不敢
想。”昨天，市骨科医院通过“视频看病”的方式为登封的患者李秀进行了专
家会诊。躺在病床上的李秀放心地说，有了大医院专家的诊断，对于下一步
的治疗充满了信心。

让李秀称道的“视频看病”，其实是医联体成立后实施的远程诊疗，患者
通过远程诊疗的方式接受大城市专家会诊，以往需要跑到大城市才能看的
病，如今在小医院就能够解决。
郑报融媒记者 王治 实习生 边静/文 丁友明/图

如何全面破解基层服务能力不足的
难题？

从 2012年起，郑州开始探索“医联体”
服务模式，即以 1家实力雄厚的三甲医院
为牵头单位与 3家二级医院、10家一级医
院、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7家乡镇卫
生院构建了河南省首家医联体。

让我们看一看这种新的“医联体”如何
运作？

内部是一种业务协作关系，上级医院
提供指导，帮助基层成长。针对医联体成
员较为复杂的实际情况，合作形式不搞“一
刀切”，开展个性化交流合作。对紧密型或
直属型医疗机构，牵头医院对其人、财、物
等资源全面整合、统一管理；对对口领办医
疗机构，重点采取派驻专家、支援设备、共
建专科等方式加强合作，提升诊疗水平；对
契约合作和功能互补联合的医疗机构，着
力于构建远程诊疗、技术帮扶等为主的资

源共享体系。
郑州市中心医院与福华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就组成了医联体。根据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诉求，郑州市中心医院都会安排
一名业务骨干到社区坐诊。在福华街附近
上班的刘琳，最近身体不适，于是前往福华
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

刘琳说，以前只要犯病，不管轻重，她
要么扛着，要么去市里大医院看病。她一
直有个梦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专家坐
诊该多好！没想到真的实现了——郑州市
中心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亲自坐诊。

不仅是刘琳，如今许多居民到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看病成为常态，而居民们感受
到的更大变化还在于基层业务水平的提
高。提前一周，福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会向居民预告下周来坐诊的中心医院专
家，同时安排社区医生配合，将每天的专家
坐诊变为一堂业务指导课。

2012年，郑州已在市区东、西、北、
西南、东南 5个区域规划布局医疗联合
体。近年来发展迅猛，截至目前，全市
共组建医联体 23家，其中城市医疗集团
2家、综合医联体 3家、中医医联体 1家、
专科联盟 6家，县域医联体 11家，纳入
成员单位 1059家，基本实现了区域全覆
盖，使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先

进的诊疗服务。
在医联体各成员之间，通过开展专

题培训、“一对一”帮扶、搭建知名专家咨
询交流群、派驻专家定期在医联体成员
单位坐诊等措施，为基层培养合格的人
才，在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技术发展的
同时，民众不用再跑大医院就能享受到
优质的医疗资源。

破局
成立医联体，给基层医疗机构找“强援”

现状
郑州已组建23家医联体，百姓家门口好看病

推进
继续发展远程诊疗、分级诊疗，医联体内看病同标准同质量

完善的医疗体系的建立，让城乡居民看病更方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