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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时光

智慧医疗 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专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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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大夫，您快过来看看，我
老伴有点头晕还心慌。 您老没大事，就是血压有点高。

每次都麻烦您，
太感谢了！

您别客气，需要补
充的药我下次上
门时再带来。

现在有了家庭医生真方便，不用老去大
医院排队挂号了，心里真踏实！

“医联体”上下双向联动
基层百姓家门口看好病

如何破解基层服务能力不足的
难题？基层医院将目光投向了大型
医院。从 2012年起，我市开始探索医
联体服务模式，以郑州市中心医院为
牵头单位、3家二级医院、10家一级
医院、1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17
家乡镇卫生院组成了河南省首家医
联体。

福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这
个医联体的成员单位。在福华街附近
上班的刘女士，最近这两天耳朵一直发
痒，还不停流鼻涕，于是前往福华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没想到坐诊的
居然还是位大专家——郑州市中心医
院耳鼻喉科主任。

不仅是刘女士，如今许多居民到
福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成为
常态，昔日门可罗雀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也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郑州
市卫生计生委主任付桂荣说，“最终
让老百姓静下来，让专家跑起来，让技
术动起来”。

据河南省卫生计生委统计，我省目
前已组建多种形式的医联体 266个，覆
盖医疗机构 5886所。其中，医疗集团
35个、医疗共同体等县域医疗联合组织
71个、专科联盟 29个。医联体建设使
我省患者就医流向逐步发生变化，今年
上半年，患者县域外转率为22.2%，同比
下降了1.2%。

全市居民人均期望寿命增长3.4岁
家庭医生功不可没

在用药衔接方面，基层医疗机构
可根据下转患者病情需要和医嘱备案
采购药物，保证下转病人可以连续使
用部分非基本药物。在家住农村的张
桐看来，到县医院看病应该“费钱得
很”。“农村人身体不舒服都是拖着，不
敢到县医院看病，就怕看次病一年农
活都白干了。”他说，“后来到县里的医
院看病，发现技术态度都挺好，关键是
价格不贵，医保还报销。”

“现在看病近了，医生好了，花钱
还少了，说明咱郑州越来越好了。”家
住金水区的王女士今年67岁，没少跟
医院打交道的她对于近年来看病的变

化感受很深。
“我们现在也有了家庭医生，小病

找社区医生，大病我就给市医院的专
家打电话，往上往下都通着。”王女士
告诉记者，不仅是家庭医生让她受益，
现在她爱人住院后报销比例都比以前
提高不少。

这是一名普通郑州市民的心里
话，更是郑州医改后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十二五”全市居民人
均期望寿命达到 78.4岁，比“十一五”
末增长 3.4岁，增长幅度居全国前列。
全市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

多项药物纳入医保目录
患者自付费用“瀑布式”下滑

“我们现在也有家庭医生了，小病
找家庭医生，大病能转诊，往上往下都
通着。”家住中牟县大潘庄 60岁的周
麦囤告诉记者，不仅是家庭医生让她
受益，现在药品零差价对于慢性病人
来说节省了一笔不小的开支。

周麦囤因脑出血先后三次在中牟
县中医院住院治疗，共花费 55118
元。他算了一笔账：享受零差率销售
药品费用 13405.66元，节省 2010.849
元药费，其间曾因病情危重转至郑大
一附院住院治疗花费 60960.03元，全
年医保为其报销合计 63046.55元，直
接减少医疗费用共计65000余元。

据了解，2012年，中牟县就实施了
药品零差率销售，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累
计为患者减轻医药费用负担1.2亿元。
80%以上居民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县、乡两级新农合实际补偿比比改革前
分别提高了3.4和4.6个百分点。

今年 9月 1日起，36种高价药物
列入医保报销范畴，据悉，此次进入医
保的36种高价药物中，还包含了17种
肿瘤靶向药物，亦大大减轻了肿瘤患
者的负担。

15岁的元元（化名）患上了重型
再生障碍性贫血（简称再障），需要使
用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治疗。
但这种药物比较昂贵，药费约需
83400元。元元家本来就不富裕，前
期给他治病又花费了不少，很难一次
性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正当元元的父
亲李先生愁肠百结时，好消息传来，由
于这种药被纳入医保，他们只需自付
16680元。如此大幅度地减轻“再障”
患者负担，得益于今年 9月 1日起，治
疗再障的进口原研药——兔抗人胸腺
细胞免疫球蛋白，在河南、河北、山东
等 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实现了省
级医保费用报销。

信息化建设持续发力
全面打造“智慧医疗”模式

通过互联网就能进行远程会诊，
实现各种远程诊断；急诊重症患者通
过海陆空互联网三位一体就诊体系，
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挽抢救患者
生命；小小一张卡片，承载各种就诊功
能，再也不用拿着病历本跑来跑去，且在
终端机上就能自助完成建卡和充值，方
便快捷；各种检查结果，都可以在机器上
自助打印；还有机器人能为患者导医、回
答各种常规咨询……近年来，为了优化
流程、方便患者，省会各医院在信息化建
设方面持续发力，着力打造“智慧医
疗”，全面提升患者的就诊体验。

为持续放大优势医疗资源效应，
更好地提升基层群众的就医幸福感，共
享医改的“健康红利”，我市各医院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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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密市大隗镇纸坊村，不少
村民说，之前他们一有病就只能往省城
的大医院跑，如今在家门口的卫生室就

能和专家对上话，省时又省钱。
长期以来，由于优质医疗资源的分

布不均，形成“大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
院门可罗雀”的就医格局。为更好地引
导群众有序就医，通过分级诊疗、居民签
约等方式，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百
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诊疗服务。

文章开头让李女士称道的远程诊
疗，在我市已累计开展 1.8万例，远程
心电诊断27万余例,远程会诊1.1万余
例，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三级
医院专家的高水平医疗服务。

目前，我市依托医联体建成远程
诊疗中心19个，投入3000万元为基层
配备了远程诊疗终端设备 450套，投
入1393万元配备转诊、巡诊车辆及其
他设备36台（件）。

下一步，我市还将加大财政补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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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同样的标准和同等质量的医疗服务。

近25年来，我国医疗质量和
可及性的全球排名，从全球第
110位上升到第60位，医疗服务
的区域差距缩小了5倍。而在省
会郑州，得益于医联体、家庭医生
等政策的深入推进，不同层级医

院相互协同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也正在逐步形成。
“在家门口就能让省里的大专家看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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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住登封、腰4/5椎间盘突
出并椎管狭窄症的李女士进行了会诊。躺在床上的李女士说，有了专
家的诊断，对于下一步的治疗充满了信心。

让李女士称道的“视频看病”，其实是医联体成立后实施的远程诊
疗。由一个区域内的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村医院组成的一
个医疗联合体，大病通过远程诊疗的方式组织专家会诊，以往需要跑到
大城市才能看的病，如今在家门口的小医院就能解决。
郑报融媒记者 邢进 谷长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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