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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新中国成立75周年·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巡礼——市卫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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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少得病少奔波医疗强基层

看病更舒心服务更体贴“服务网”愈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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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在宏大叙事和个体故事的交融中，呈现
出万千气象和温暖记忆。

“1949”和“2024”，原本普普通通的两个数字，因为
标注着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串联起健康福州沧桑巨变
的 75年，见证了福州从赤脚医生到全科医生、从“小病
拖、大病扛”到“看上病、看好病”、从“以治病为中心”到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奋斗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党的十八大以来，福州市卫健委始终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的思想，初心不忘、步履不停，持续推进解
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
域均衡布局，人民群众健康幸福的成色更足、满意度更
高、获得感更强。

一面是绝大部分家庭15分钟内能够到达最近医疗
点，一面是好医院人满为患、大专家“一号难求”，长期以
来医疗资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如何破解？为超
大规模人口提供可及的优质医疗服务，破解优质医疗资
源“中梗阻”，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也是中国深化医改的
必答题。

“以前是病人跑，现在是专家主动‘找上门’。”不久
前，75岁的俞依姆因右腿骨折，在福清市第三医院顺利
完成手术。手术的主刀医生是来自福州市第二总医院
的创伤骨科专家钟志辉。

俞依姆本打算到福州市第二总医院进行手术，但
她最后选择留在“家门口”的福清三院，因为她得知

“福清三院和市第二总医院有紧密合作”。作为首批
加入市二总医院医疗联合体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福
清三院在为俞依姆检查后，向市二总医院发出会诊请
求。市二总医院创伤骨科专家钟志辉应邀来到福清三
院，与该院医疗团队就患者病情进行会诊，确定最优
手术方案。

福清三院之变，折射出福州医改迈出的坚定步伐。
去年 6月，为了进一步让公立医院回归其功能定位，由
单打独斗、无序竞争整合形成一个各自以功能定位为核
心、相互协同配合的整合型服务体系，形成科学的优质
医疗资源配置格局，福州市整合优化 8家市属公立医
院，组建市第一总医院、市第二总医院2家市级总医院，
实施医疗资源整合共享和“九统一”运行机制。同时，各
县（市）区、高新区至少组建 1家县级总医院。目前，市
县两级总医院运行平稳有序。

随着医改的深化，市属医院对县级总医院分片包
干、兜底保障，实施“院帮院”“院包科”；推进基层联合
病房、联合门诊、家庭病床扩面提质，打通双向转诊渠
道，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建立完善基层片医联系制度，
全市划定约 5700 个网格，设立健康网格员，加强“片
医”联系……群众对病有所医的期盼，正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健康获得感。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市卫健委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全市县域内住院量占比、基层诊疗量占比分别较上年
同期增长3.8个百分点、3.2个百分点，切实推动“看大病
在本省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的头疼脑热在
乡村解决”。

如何让基层百姓少得病少奔波？“强基层”是
关键。在“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推
进中，福州基层医疗卫生网络愈发健全。

“小中心解决大问题，我还和医生建立了深厚
友谊，家门口的‘医’靠稳稳的！”在仓山区金山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医院），77岁的郑依伯
点赞道，从家里走路到中心不到15分钟，离家近、
环境好、服务优，看病的心情变得轻松了。

郑依伯的就医“小确幸”，已在福州六城区全
面铺开。近年来，福州积极配置 15分钟就医圈，
居民从居住地步行或骑行不超过 15分钟，就能到
达最近的医疗点，大大缩短寻医就诊时间。

不仅如此，为了让广大群众就近享受更加优
质、高效、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福州在全省首创
星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评选，评出 25家五星级、
61家四星级、454家三星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做
到“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

家庭医生是“将患者留在基层”的重要举措，

其中，基层医生是家庭医生的主力军。目前，我市
已实现所有县（市）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
建近 2000个家庭医生团队，为签约居民，特别是
慢病患者、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包括长期处方、
上门服务等在内的医疗卫生服务。

“血压、血糖保持得不错，秋季早晚温差大，要
注意饮食均衡和保暖。”为一位慢性病患者做完家
访，村医吴依钗收拾好医药箱，赶往下一户居民家
中。作为东洛岛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一员，吴依钗
每季度要完成近80名慢性病居民的回访。

东洛岛位于连江县黄岐半岛海域，是连江唯
一的海岛行政村。从医 50余年来，岛上每位村民
的基础病都刻在吴依钗的心头。“他不仅是我们的
家庭医生，更是我们信赖的家人。”村民们这样说。

医疗强基层，人才是关键。为进一步充实
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输送年轻力量，让村医
这份职业更有奔头、更稳定，今年上半年福州启
动“2023届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招聘”。就

在不久前，首批 4 名大学生带编上岗，开启村医
生涯。

福州还创新“人才资金池”制度，实施人才年
薪制、协议工资等薪酬分配方式，在全省率先建立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入分配与绩效激励机制，对
紧缺急需岗位医护人员增加额外补助，不断提升
医疗人才的获得感、归属感。

在回应“人民群众不但要求看得上病、看得
好病，更希望不得病、少得病，看病更舒心、服务
更体贴”的期望中，福州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
续深化，医疗服务网络愈发完善。

先来看一组数据：福州市患者满意度逐年上
升，2021 年 91.60 分、2022 年 91.69 分、2023 年
92.56分。这意味着，医疗服务流程在不断优化，
医疗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面对看病“一天难看完”“重复挂号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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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5个多月以
来，累计服务患者9.8万余人，为患者节约挂号诊
查费303万余元。

——面对“一人住院，全家忙得团团转”窘
境，福州开展“无陪护”病房试点工作，由经过规
范化培训的护理员替代家属承担患者的生活照
护责任，实现无家属陪护或陪而不护。为了扩大
服务范围，福州将此工作推广到所有的三级公立
医院，试行整体护理按床日收费政策，按规定纳
入医保支付范围，以此减轻患者负担。目前已服
务患者2万余名，患者出院满意率97%。

——面对居民体验不佳、签而不约等问题，

福州依托“榕医通”微信公众号和各级医疗服务
机构，在全省率先推广“积分制”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集智能签约、团队协作、医患互动、预约诊疗、
医护上门、健康管理、积分增值、智能监管等应用
为一体。居民通过线上完成签约即可享受网络
问诊、医护上门、健康管理、预约转诊等服务，签
约居民在平台上互动发问或者对医生的服务进
行评价可获得相应积分，用来兑换健康检查、中
医理疗等服务。

——面对患者多跑路、常迷路，福州试点推
广“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将过去分散在医院各
处的“住院服务中心”“医政服务中心”“客服中
心”“咨询台”等职能中心全面整合在一起，通过
梳理简化服务流程，让几乎所有需要盖章的业
务，都可以在综合服务中心这个窗口办理，免去
患者奔波之苦，提升了
服务质量和效率。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石美祥摄

经济发展，健康跟上。在“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
代价”的果敢中，福州的公共卫生防护网越织越
牢。

“看病、检查、开药、建档、随访等环节一站式
完成，这里解决不了的还能直接转到上级大医
院，而且这里只针对我们慢性病患者，我们享受
的是VIP服务！”在台江区义洲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长期困扰陆依伯的慢性病在“家门口”有
了最优解。

慢性病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如何让慢性病
患者就医诊治越来越便捷，真正实现医防深度融
合？福州在全省率先开展慢性病一体化门诊建
设，首批提升建设 25家试点单位，以高血压、糖
尿病等慢性病为重点，探索建立整合型一体化健
康服务模式。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
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唯有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才能发挥中医药在全生命周期健康维护和重
大疾病防治中的多元价值。

2023年底，我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
生院实现了中医馆建设全覆盖，提供较高质量的
中医药服务。其中，100%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93%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6类以上中医药技术方
法。

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简、便、
验、廉”的中医药特色服务，福州开展市级精品中
医馆建设，并按照“一馆一特色”探索基层中医馆
特色诊疗服务。目前我市已建设省级精品中医
馆11家、市级精品中医馆16家，开展内涵提升的
基层中医馆 15家，台江上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还在全省率先开设中医专科护理门诊。

老人和儿童是健康福州不可或缺的部分，站
在全生命周期两端的他们，需要更多被看见、被
关照、被保障。如何更好绘就“朝夕美好”的温暖
画卷？请看福州答案——

作为国家安宁疗护试点城市，福州已有安宁
疗护试点单位 29 家，实现了安宁疗护服务县
（市）区全覆盖。去年5月，福州将安宁疗护的触
角往下延伸，依托社区力量，结合家庭病床试点
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关怀服务延伸至患者家
中，目前已设置居家安宁疗护服务试点机构 40
家。福州市第一总医院作为省、市级安宁疗护培
训基地，牵头成立福建省安宁疗护专科联盟，促
进省内医疗资源的共享与优势互补。不仅如此，
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在全省率先开设儿童舒缓病
房，为处于生命末期的患儿提供止痛、镇静等治
疗以及人文关怀。

福州探索多元办托模式，着力扩大普惠托育
服务供给，2023年建设 26家普惠婴幼儿托育机
构，新增 1760个普惠托位，实现普惠托育机构县
（市）区全覆盖。到 2025年，我市将实现每千人
口拥有 0岁~3岁婴幼儿托位数不少于 4.5个，全
面提升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切实减轻家庭生
育、养育、教育负担，满足我市人民群众对“幼有
所育”的美好期盼。

为全生命周期护航

“防护网”愈发紧密

福 清 市 中 医
院共享中药房终
端内，医护人员根
据药方抓药。

▲▲孟 超 肝孟 超 肝
胆医院推行胆医院推行““一一
号管到底号管到底””，，护护
士指导病人快士指导病人快
速复诊速复诊。。

义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就诊市民在
慢性病一体化门诊咨询。

福州市中医院五四北院区（在建）。

福州市第二
总医院“无陪护”
病房内，护工与护
士正在照顾病人。

福州市第一
总医院安宁疗护
病房内医护人员
正在查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