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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等六部门
联合印发通知，公
布 81 个紧密型城

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城市（地
级市和直辖市的区），我省阜
新市、盘锦市入选。随后，我
省多部门也联合印发《辽宁省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
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以阜
新市、盘锦市为试点，统筹区
域内医疗资源，科学合理地网
格化布局紧密型城市医疗集
团，推动全省医疗服务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究竟什么是紧密型城市
医疗集团？我省两个试点市
建设情况如何？能为民众带
来哪些实惠？连日来，记者深
入阜新、盘锦两地，了解两市
推动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
设及重塑医疗服务体系的具
体做法，探究“动”起来的优质
医疗资源所带来的正向连锁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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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已经成为医
改的重要方向。人口密度高、流动性大的城市，
迫切需要将城市医疗集团进一步紧密化。

此前，我省已经就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
列出了具体时间表：到 2023 年上半年，试点城市
完成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网格化布局；到 2023
年底，基本形成系统集成的配套政策；到 2025
年，试点工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经验，以
点带面，全面建设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盘锦市、阜新市作为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
团建设的前沿和重要窗口,最先步入转型“深水区”,
最能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可谓我省全面推进紧
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的晴雨表和试金石。

在采访中，多家牵头医院负责人表示，国家、
省在出台的方案中，为具体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
径。但在建设过程中，利益诉求多元、整合难度偏
大、上下级医院转诊仍存在医保屏障等还是难以
绕过的阻碍。

仅就盘锦市中心医院而言，下面成员单位虽
有 6家，但现在只能“紧密”3家，这还是得益于医
院之前自身整合打下的基础，另外 3 家到现在依
然是松散型，不仅存在市、区两级管理不同的问
题，而且一些基层单位由于历史上的原因，有民
营资本存在，操作起来较为复杂烦琐。

那么，到底怎样才是紧密，如何实现紧密？记
者认为，在遵循国家及省级层面出台的规范性文件
的前提下，需结合地方实际，灵活把握，追求“连体”
之前先“连心”。

正如阜新、盘锦两市所推进的举措一样，不
搞大包大揽，追求完全“一体化”，而是先从业务
上实现互联互动。对于一些基层医疗单位，也可
以走托管模式，即区里仍有对该医疗单位的管理
权，但业务指导和运营归集团负责，如此实现部
分“一体化”管理。

在建设过程中，牵头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社区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也要“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实现设备、标准、服务同质化。同
时，要防止业务完全在集团内闭环运转，警惕新的
医疗垄断。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不是让牵头
医疗机构“跑马圈地”，而是通过“上”连“下”，让百
姓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另外，“连心”不仅体现在集团医疗机构间，
还体现在相关的管理部门间、医生和患者间。相
关各部门应齐心协力打破体制机制的藩篱，让百
姓在基层就医更安心、放心、舒心。

要“连体”先“连心”
王敏娜

观与思

阜新盘锦两市试点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提供预防、治疗、康复等一体化医疗服务——

让优质医疗资源离百姓更近
本报记者 王敏娜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并非一个新事物，简单
地说就是城市医疗集团的“升级版”。那么，何谓
城市医疗集团？

据省卫生健康委医政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城
市医疗集团是我国医联体建设的模式之一。在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医疗联合
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和2020年国家卫生健
康委印发的《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试行）》中，明
确了医联体包括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疗共同体、
专科联盟和远程医疗协作网4种组织模式和各自
功能定位。

按照国家要求，近年来，我省各地纷纷组建城
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跨市县专科医联体，发
展远程医疗协作网，这些医联体可谓上下衔接、纵
横交错，覆盖全省。

关于城市医疗集团，当时的定位是：设区的市
级以上城市，由三级公立医院或者业务能力较强
的医院牵头，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护理院、专业
康复机构等，形成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管理模式。

阜新市于2020年底组建了以市中心医院、辽
健集团阜矿总医院、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医院）
为龙头，涵盖9家公立医院、19家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3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盘锦市成立了以
市中心医院、辽油宝石花医院、市中医院为牵头单
位的 3 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涵盖 7 家公立医
院、3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组建城市医疗集团为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不过，当时的城市医疗
集团牵头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近似松
散型帮扶。”盘锦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路梅说。

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从“松散”走向“紧密”，还
要从 2021年 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说起。当时国家推进
医联体建设，开始强调发挥公立医院在城市医疗
集团中的牵头作用，提出建设紧密型城市医疗集
团。今年 2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六部门联
合印发《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工作方
案》，在全国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
我省阜新市和盘锦市位列其中。

试点城市的遴选和发布，旨在通过点上的突
破，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为加快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我省
在印发的《辽宁省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
工作方案》中，进一步明确了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的概念，就是按照城市常住人口划为 2 个以上网
格，网格内由市级、区级三级综合性医院（含中医
类医院）牵头，由市级医院、区级医院、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护理院、专业康复机构、安宁疗护机构等
为成员的医疗联合体，统筹负责辖区居民预防、治
疗、康复、健康促进等一体化、连续性医疗服务。

网格划分对于阜新市和盘锦市来说并非难
事。据了解，两市基本按照之前组建城市医疗集
团的情况进行划分，只不过根据实际变化，医疗集
团内部的成员单位做了一些动态调整，目前两市
仍是各有3个城市医疗集团。

医疗机构走向“紧密”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旨在促
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实现医疗服务
均等化、一体化，从而进一步满足居民
连续性医疗服务需求。

如今，网格已划，框架已定，如何
达成目标？“紧密”成为建设关键。

“理论上讲，‘紧密’不单单是指医
疗机构个体上的组合，更为重要的是
医疗资源的进一步整合，医疗集团内
当实行管理构架一体化、医疗管理一
体化、运营管理一体化和信息管理一
体化。如此这般，方能更容易实现在
一个医疗集团内的医疗服务同质化和
连续化。”阜新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马
静宇表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在体
制机制上存在一定的壁垒，很多现行
政策和制度需要创新，需要突破。

为尽快推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
快速提升集团内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
力，阜新市和盘锦市结合自身实际“各
显神通”。先在诊疗业务上打通，以点
带面，最终谋求整个紧密型城市医疗
集团的携手并进，这一方式不约而同
地成为两市推进建设的共同发力点。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牵头，与阜
新市创伤急救医院、细河区医院、新邱
区医院、清河门区医院以及 5 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组成了紧密型城市医疗
集团。

“考虑到这几个区离阜新市主城
区相对较远，人口结构以老年人为主，
且当地人饮食习惯多高油、高盐，导致
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等慢性病多发，
我们医院尝试与新邱区医院共建心脑
血管联合病房，每周都会派两位神经
内科专家到新邱区医院诊疗患者，那
里一旦有危重患者也可以立刻转到我
们医院，让患者得到及时治疗。”阜新
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范永卫说，
该模式目前还在摸索阶段，一旦成形
将会在其他两个区推行。

和阜新二院不同，盘锦市中心医
院作为牵头医院，其成员单位有 2 家
二级医院（分院）妇产院区、辽河院区
和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紧密型
城市医疗集团建设之初，医院先与妇
产院区、辽河院区及兴盛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构建了“1+3”紧密型组织
架构。

“不同层级医院牵扯到市、区两级
政府的管理，很多东西是需要打破
的。”盘锦市中心医院院长沈晓速说，

“在我国尚未提出医联体建设时，我们
医院就着手整合医疗资源，将过去的
5 家医疗机构整合为中心医院一家，
先联合的这 3家，就在这 5家之中，所
以已然是一家人了。但受市、区两级
财政拨付要求不同等多种体制机制所
限，我们要与另外几家基层医疗机构
进行融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1+3”紧密型组织架构中，盘

锦市中心医院通盘考量每个医疗机
构的特点和需求，突出重点，清晰定
位。如下派专家到社区卫生院坐诊，
将妇产院区升级改造为市级重点专
科，创建省级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辽河院区重点以慢性病诊治和康复
为主。充分发挥牵头医院“全”的特色
和成员单位“专”的优势，形成“全专
结合”服务模式，做实集团内“融合”
文章。

实地走访中，记者发现，盘锦市和
阜新市牵头医院中各有一家国企办医
院，也就是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和辽
健集团阜新矿总医院。这两家国企办
医院的运营模式，原本就是集团化运
作。牵头紧密型医疗集团建设，可以
说直接越过“一体化”整合，迈入“2.0
时代”。也就是说，这两家医院现在需
要考虑的是怎么让集团内基层医疗机
构和总院的医疗服务同质化。

辽健集团阜新矿总医院副院长
邱新平告诉记者，他们的思路之一是

总院和其所属的二级医疗机构进行
重点专科整合并实行一体化管理，使
得总院和二级医院的专科医生打破
院际界限，实现大轮转，也就是总院
医生下到二级医疗机构坐诊并进行
指导，二级医疗机构医生进到总院培
训学习，从而“拉齐”两级医院的医疗
水平。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党委书记攸
翔介绍，他们在信息化建设、资源共享
方面做出大胆尝试。目前，已在兴隆
台区幸福社区卫生服务站开设了一个
三甲门诊，也就是将三甲医院的门诊
系统直接连到服务站，百姓在那里便
可免费挂号预约宝石花医院的检验检
查项目。宝石花医院购置移动 CT
车，按照患者需求，定期开到集团内的
几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让患者在“家
门口”就能做CT检查；还建设了中草
药集中配送中心，基层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医生开方，集中配送中心提供统
一配送。

医疗资源走向“共享”

“一切为了患者，一切方便患者，让患者少负担、看好
病。”这是阜新和盘锦两市推进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的
初心。经过两年的建设，已是成效初显。

前不久，盘锦市兴隆台区居民刘威（化名）胸背突发撕
裂疼痛，瞬间满身大汗，被人发现后，立即送到附近的兴盛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时的接诊医生是兴盛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宋翠丽，宋翠丽是从盘锦市中心医院派
驻过来的经验丰富的心内科专家，进行初步检查后，她发现
患者血压很高且心律不齐，情况十分危急。在为患者服用
降压药后，宋翠丽立即联系市中心医院，紧急将其送至市中
心医院急诊。

在转诊途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将患者的基本情况传
至市中心医院，接到患者后中心医院立即为其做了冠脉造影，
确诊患者为主动脉夹层，需要尽快手术。因患者情况十分复
杂，盘锦市中心医院不能为其实施手术，于是又立即联系了本
院的协作医院——北部战区总医院，将其转至该院手术，患者
最终得到成功救治。

此次抢救环环相扣、争分夺秒，得益于盘锦市紧密型城市
医疗集团建设的不断深化。“从首次接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到中心医院，再转运到北部战区总医院急诊，前后用了不到4
个小时。”劫后余生的刘威感慨地说：“多亏有这个医联体，才
救了我的命！”

此类成功救治案例，其实在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内比
较多见。辽健集团阜新矿总医院集团内的二级医院平安医
院医务科李泽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和总院的转诊单，每月开
出的转诊单不少于30张。

建设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获益的不仅仅是患者，还有
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

李泽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平安医院因矿而生，也因矿
而一度寂寥。他1999年刚到这里工作时，医院创伤科和妇
产科儿科等科室比较“兴旺”，仅妇产科就有十余名医生，每
年在这里出生的新生儿有五六百个。2019年，随着厂矿关
停，医院妇产科当年仅接生 11个新生儿，产科后来随之取
消，儿科也仅剩一名医生，医院处境艰难。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的推进给平安医院带来“新生”，
结合周边居民实际需求，集团提出平安医院转向老年常见
病、多发病等的诊治，并推动平安医院打造医养结合中心。
记者到平安医院探访时，门诊楼旁边的一座 5层小楼改造
已接近尾声，预计10月份就能启用。

刚搬进新楼的盘锦市兴隆台区兴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也正在进行新的规划和设计。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宽敞明亮、干净整洁，不仅配套了CT等检查装置，还配
备了崭新的病床，安装了空调，就诊环境相当舒适。

宋翠丽不无骄傲地说：“这真是吃到了紧密型城市
医疗集团建设的红利，没有集团人财
物的全力支持，我们中心不能有这样
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最终受益的
还是老百姓。”

盘锦市中心医院院长沈晓速告诉记
者，随着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的不
断深入，经集团全面全员全过程管理，医
院控费效果显现，老百姓就医质量更优，
费用还少了，可以说是多方共赢。

医疗服务走向“共赢”

盘锦辽油宝石花医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开通远程会诊，用更好的医疗资源服务患者。 受访单位供图

辽健集团阜新矿总院职能部室负责人到分院进行业务指导。 受访单位供图

盘锦市中心医院超声科专家到兴盛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边坐诊边教学。 受访单位供图

盘锦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专家下沉兴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指导基层医疗
临床工作。 受访单位供图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三甲医院（牵头）
二级医院

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患者后续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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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城市网格化医疗服务新体系，
提高医疗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

医疗集团内管理、医疗、运营、信息等
实行一体化。

为辖区居民提供预防、治疗、康复、健康等
一体化、连续性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