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诊、检查，患者或家属在医院一趟趟跑
上跑下，往往不能当日事当日毕，一旦跨天出
检查结果，可能还得重新挂号，多花钱不说，
如果是找热门专家，还得再经历一次抢号，这
样的场景许多患者并不陌生。面对看病“一
天难看完”“重复挂号烦”，如何破解？

今年4月，为解决患者就诊当天检查报告
未出，需要多次挂号问题，福州在全省率先推
行公立医院门诊“一号管到底”便民服务。患
者在一次门诊就医过程中，从挂号、就诊、检
查检验到取药等环节，只需要挂一次号。因
检查检验未完成导致当天无法解读报告、明
确治疗方案的患者，在报告出具后3天内携初
次未解读的检查检验报告复诊时，享受免缴
普通门诊诊察费（挂号费）政策。

“一号管到底”政策实施满3月，在医院落
地情况如何？是否给患者带来便利？昨日，
记者实地进行了探访。

探访：
“一号管到底”执行得如何？

“不仅可以省下一笔挂号费，复诊时也不
用担心挂不上专家号，对于我这样要定期过
来做检查的老病号而言，真是个好消息！”昨
日上午，记者在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遇到连江患者陈女士，她不停地夸赞这个政
策为其带来的便利。

原来，陈女士因肝硬化，需定期到该院肝
内科复查。前日，肝内科主任医师林明华接
诊后，经过详细检查身体，建议陈女士做血常
规、核磁共振、高敏DNA等检查。陈女士预
约了检查项目，并且很快在规定时间顺利做
完，但是核磁共振和高敏DNA报告要到第二
天才能出来。

“那我明天再挂个号，拿报告来请您继续
诊断。”陈女士说。“现在普通门诊‘一号管到
底’，明天你直接拿报告单来找我就行了，我
给您挂‘0元惠民号’！”林明华告诉陈女士。

昨日上午，陈女士从连江赶到医院，拿了
自己的核磁共振和高敏DNA报告，再次找到
林明华。“各项指标正常，接下来除了定期复
查，还要警惕肝硬化引起的门静脉高压等并
发症，记得按时吃药，注意饮食的合理搭配，
避免高盐、高脂的食物，保持良好心态。”林明
华叮嘱陈女士。

“根据市卫健委部署要求，我们医院推出
了门诊‘一次挂号管到底’的惠民服务措施，
延长挂号有效期至本次诊疗行为完成，医疗

机构不得重复挂号、重复收费。”孟超肝胆医
院门急诊护士长陈秀敏告诉记者，患者来院
从挂号、就诊、检查到取药等整个门诊就诊环
节，只交一次挂号费即可，对于当日不能完成
的检查检验项目，免费为患者提供复诊预约
服务，解读报告和明确治疗方案无需再次挂
号。

具体而言，复诊患者可凭首诊挂号单、就
诊卡、医保卡等，通过自助机或人工分诊台直
接获取就诊序列号，依次就诊。患者复诊时，
导诊护士优先将患者安排至原首诊医师就
诊；首诊医师未出诊的，根据当日医师的排班
情况，统筹安排在同一专业、同一级别或下一
级别医师复诊。

记者获悉，除了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
医院外，福州市第一总医院、福州市第二总医
院、福州肺科医院等市属公立医院门诊均已
推行“一号管到底”。我市各县（市）区属公立
医院也在大力推行该服务，且各有特色。

来自南平的患者张女士是“一号管到底”
便民举措的受益者之一。张女士因左肩疼痛
3个多月，辗转福州都市圈多家医院后，最终
预约到福州市第二总医院骨科专家号。第一
次挂号后，医生为她开具了核磁共振检查单，
次日她做完核磁共振检查后因家中有急事没
有及时复诊，直到14天后，她才再次就诊。张
女士原本以为没预约就找不到原来的专家复
诊，没想到医院实行“一号管到底”政策，不但
不用再次交挂号费，而且导诊护士还将她优
先安排至首诊专家处就诊。

“这真的是一项惠民便民好政策！”张女
士感慨，她原想过去这么多天，肯定要重新预
约挂号，“没想到医院这么体贴，省钱省力还
省时，让我倍感温暖。”

在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可门港医院，患者
前来就医时，从挂号、就诊、检查检验到取药
等整个门诊就医环节，只需要挂一次号，且挂
号费减半，因检查、检验未完成或不能获取检
查报告导致当天无法解读报告的患者，携初
次未解读的检查检验报告，在同一院区、同一
科室、同一疾病、同一级别或下一级别医师复
诊时，享受免挂号费政策。

“‘一号管到底、所有挂号费减半’这项惠
民服务将有效提高门诊服务效率，解决当天
检查检验报告未出患者的复诊问题，减轻患
者负担，改善患者全过程就医感受，提升患者
就医体验。”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可门港医院有
关负责人介绍，该惠民服务范围包括普通门
诊、专家门诊、专科门诊，但急诊、多学科诊疗
门诊、特需门诊、简易门诊不纳入服务范围。
此外，当次门诊诊疗已完成，但因疾病原因需
要再次或多次就诊的患者（如反复发热的儿
科患者），不纳入服务范围；当次门诊诊疗已
完成，自行要求更换为同专业其他医生的患
者，不纳入服务范围。

难点：
就诊秩序与医生劳动如何平衡？

就诊挂号一直以来都是“当日当次有
效”。这条硬杠杠，是应有的规则，但在一些
特殊情况下，也容易成为患者心中的痛点。
医生诊断必然要以检查结果为依据，因此，
首诊内容基本是问诊和开检查单，但像CT、
磁共振等检验检查项目，结果并不能随做随
出。

“一号管到底”在方便患者的同时，对医
院会产生哪些影响？如果患者免费挂号，那
接诊医生的劳动付出怎么体现？

陈秀敏介绍，看病“一天看不完”目前很
难改变，医院部分化验项目如细菌培养、病毒
核酸检测等项目报告需要 24小时~72小时完
成，有些需要空腹或服用辅助制剂后的检查
只能安排第二天早上完成，有些检查项目需
预约数天后才能进行。

“我今天共看诊近60人，其中复诊惠民号
占到三分之一。”在一线接诊的肝病专家林明
华也告诉记者，惠民号只是免除了患者挂号
费，惠民号会正常计入医生的工作量。

事实上，在林明华和陈秀敏看来，“一号
管到底”的措施，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医生的
负担。

“患者初诊时，检查结果可能在两三天
内分批次出，这样有的接诊医生就需要多
次给同一名患者解释检验、检查结果。”林
明华说，如今患者可以等全部结果出来后
直接挂免费惠民号找医生咨询，这样就提
高了医生的诊疗效率，减轻了医生的接诊
压力。

如何充分调动医生积极性？孟超肝胆医
院院长曾永毅表示，医院在推行这项措施前，
先完善了对医生的考核办法，决定将门诊惠
民号纳入门诊医生个人工作量，与门诊绩效
挂钩。这样一来，门诊医生对非当日查看检
查检验结果的患者就不能推诿拒诊。医院还
加强了接诊医生、分诊护士、窗口人员等各环
节工作人员对政策的培训和了解，争取各方
都能理解、配合好。

一项创新措施能不能顺利落地，患者的
意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些患者提出疑
问，惠民号会不会跟当天其他患者的号有冲
突？

孟超肝胆医院信息科负责人陈持说，为
了确保患者有序就诊，医院在信息系统程序
中增加一类号源类别，增设“0元惠民号”，跟
初诊号、当日复诊号并列，成为三项平行号
源，分别排序，互不影响。

目标：
实现一次性全程诊疗

对于一家公立医院来说，“挂号”看似是
件小事，背后却关系着众多患者和医生。据
市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市今年4月7日在全省
率先推行公立医院门诊“一号管到底”便民服
务以来，已累计服务患者 5.6万名，为患者节
约挂号诊查费174万元，深受患者好评。

“‘一号管到底’聚焦破解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最终目的是实现一次性全程诊

疗，构建诊疗服务闭环，大部分医院之所以将
复诊时限设定为3天，是基于部分检查检验结
果的时效性。经过前期调研评估，3天内复诊
能够满足医院 95%以上患者的诊疗需求。”福
州市卫健委医政处处长刘城表示，医院希望
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在医疗资源最佳
配置的情况下，为患者有序完成全程诊疗。
而对于不同级别、不同体量的医院来说，一次
挂号到底能“管几天”，或许存在一定差别，这
主要还是考虑患者的病情和医疗机构的实际
情况。

那么，哪些情况下患者需要重新挂号？
据介绍，患者在复诊时，需到其他科室就诊
的，要重新挂号；第一次诊疗完成，再继续治
疗的，也要重新挂号。至于号源问题，复诊患
者需获取就诊序列号后依次就诊。复诊可免
挂号，转诊不可免；挂号可免，排号不可免。

记者获悉，在“一号管到底”服务基础上，
福州各公立医院进一步优化门诊诊疗流程，
落实大型检查检验设备精准预约，缩短CT、
核磁共振和超声检查等候时间，改进影像科、
检验科工作流程，加快检查检验结果响应反
馈速度，试行“诊前检查检验”服务，进一步缩
短门诊诊疗链条，节约群众就医时间。

据悉，福州市卫健委组织市县二级及以
上公立医院开展“一号管到底”首批试点，并
鼓励民营医院结合自身实际、患者需求等积
极参照执行。

刘城介绍，下一步，我市将以开展“一号
管到底”便民服务为契机，聚焦群众看病就医
过程中的“烦心事”，以患者及家属需求为导
向，拓展公立医院“无陪护”“日间手术”“择日
住院”“病案文书办理”“胃肠镜检查”等一站
式服务集群，全面发力、各个击破，引导和支
持公立医院提供更多惠民服务，让患者就诊
时更暖心、更满意。

看病一天难看完，重复挂号给不少患
者增加了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福州适时
推出“一号管到底”就诊模式，适当延长挂
号有效时间，提升医疗服务和就诊体验，减
轻患者看病负担，也有利于增强诊疗的连
续性，减轻了患者的烦恼。

医改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协
同推进。因此，福州市卫健委深入调研，指
导各医院分类实施、稳步推进，并出台相应
配套措施，在落实好该政策的同时，明确医

院管理，保障就医秩序，做好各方利益的平
衡，最终达到期待中的“多赢”。

改善医疗服务永无止境，唯有不断创
新，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在医改问题上，“不积跬步无以
至千里”，每一次进步都值得肯定。期待
更多类似“一号管到底”的创新探索落地
推广，“患者视角”的就医惠民政策能多多
落地、持续完善，让群众的健康幸福更有

“医”靠。

记者手记 为“患者视角”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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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使用手机智能导诊。
本报记者 石美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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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记者昨日从
省财政厅获悉，根据各地医保基金征缴情
况及医改工作成效，省财政日前下达激励
资金 6131万元，支持九设区市和平潭综
合实验区持续深化医改。

我省于 2019年起实行职工医保省级

统筹调剂，并建立医改激励机制，将所有
净拨付地区所得调剂基金总额的5%进行
集中，根据各地改革成效进行分档奖励。
奖励资金可用于医保信息化标准化、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
采购、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等方面。

我省下达激励资金
支持各地深化医改

福州公立医院门诊新举措实施3个月——

一次挂号管多天 患者复诊更便捷
本报记者 林文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