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来越多的群众改变了就医习惯，就
近就医。

本报讯 记者王敏娜
报道 1月15日，记者从省
卫生健康委获悉，为进一步
方便群众就近、便利获得基
本医疗和卫生健康服务，我
省积极推动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推进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和城
市医疗集团建设，持续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截至 2023 年底，全省累计
建强 418 个乡镇卫生院和
8021所村卫生室，69%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
生院达到服务能力基本标
准以上。

基层卫生院、卫生服务

中心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医
疗机构，被人们称为“家门
口的医院”。把优质医疗资
源送到群众身边，需加强农
村和社区基层医疗卫生体
系基础建设。一直以来，我
省积极落实国家要求，围绕

“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
持续发力。实施卫生健康

“强基行动”，集聚更多资
源，倾斜更多政策，建设高
标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
百姓提供高质量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

着力解决群众就医的急
难愁盼问题，要紧盯医疗资
源流动堵点。自2019年起，

我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要
求，启动紧密型医共体建设，
先后确定了瓦房店市、彰武
县、本溪满族自治县、康平县
等18个试点县（市）。目前，
全省已有28个县加入全面
推进县域医共体的队伍中
来。各个试点县积极探索，
派专家定期到乡镇医院坐
诊，建立远程会诊平台，将
优质的医疗资源服务送到
老百姓的家门口，并在提高
县域整体服务能力、改善群
众就医体验、完善管理体制
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取得了
积极的进展和成效，也涌现
出了一批先进典型，积累了

相对成熟的经验。
让优质医疗资源离百姓

更近些，还要推动紧密型城
市医疗集团建设。在盘锦
市、阜新市入选国家紧密型
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城市
后，我省随即制定印发《辽宁
省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
试点工作方案》，积极推动辽
宁省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
设试点工作，并将此项工作
融入推动辽宁全面振兴新突
破三年行动大局。另外，省
卫生健康委制定《辽宁省紧
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建设
监测评估指标体系》，月调度
推动市、区落实主体责任，明

确组织构架、
时间表、路线图和预期成
效。按月制定工作简报印发
至试点市政府，研究制定46
项任务台账，销号式推动，清
单化、项目化、工程化推进紧
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城市
任务落实。如今，阜新市和
盘锦市多部门联动，形成合
力，积极推动紧密型城市医
疗集团建设发展的体制机制
取得新突破。

基层医疗服务提档升级
名医远程会诊 医院离家更近

“大夫，快给看看，我爸突然胸闷，喘不上气儿来。”焦急
的喊声，打破了冬日清晨阜新市彰武县章古台镇中心卫生院
的沉寂，正在值班的医生陈宏赶紧跑到门口，将患者接进
来。检查之后，陈宏发现患者心电图提示T波低平，且有十
多年的冠心病史，他立即将患者收住院，及时给予治疗。

“多亏了咱镇卫生院条件好了，大夫救治及时，搁过去得
去县里治，非耽误了不可。”患者周凤林恢复健康后，拉着陈
宏的手连说“谢谢”！

发生在周凤林身上的就医变化并非是个例。近年来，我
省多措并举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积极推动建设
县、乡、村三级紧密型县域医疗服务新体系，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提升百姓“家门口”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

如今，一家家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旧貌换新颜”，越来
越多群众的就医习惯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以前患者就医
总想着去县医院或者省城大医院才放心，现在不一样了，有
点小病小痛都习惯先来镇卫生院。”谈起老百姓看病的变化，
章古台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李海明深有感触。

得益于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乡镇卫生院有了强有力
的“后援团”。就拿章古台镇中心卫生院来说，其与彰武县人
民医院“结对”，县医院专家定期到镇医院坐诊，建立远程会
诊平台，将优质的医疗资源服务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使
得“家门口”的医院真正成为百姓的“医”靠。

随着阳光缓缓爬上窗台，章古台镇中心卫生院的时钟指
向九点半，此时来卫生院看病的人多了起来。

“今天刚好镇上有大集，不少人趁着赶集来咱卫生院看
病、买药。”李海明说。

说话间，家住章古台镇章古台村东南屯的康庆武和老伴
儿过来找医生开降压药，看见李海明和正在卫生院调研的彰
武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吴冬冬，主动上前热情地打招呼。

得知记者前来采访，康庆武更是激动地说：“记者同志，
可得好好夸夸我们的好大夫、好医院、好政策！吴大夫和海
明对我可是有救命之恩。”

至今康庆武仍清晰地记得，2019年12月27日晚上9点
多，他突发心脏病，家人立即将他送到镇卫生院，当晚值班医
生马海初诊其为心梗，给他及时用药，并联系急救车将他送
往县医院。路上，随车医生李海明向县医院医生说明了具体
情况，县医院立即开通绿色通道，他们到达后，县医院的医生
立即为康庆武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多亏赶上了好时候、好政策，我老头儿才能保住这条命。”康
庆武的老伴儿一说起这段往事就哽咽掉泪：“我现在逢人就告诉
他，心梗了一定要尽快到镇卫生院，人家随车有急救设备、有大
夫，车上都联系好了，到县医院就能手术，一点不耽误。”

康庆武能够获得及时救治要归功于彰武县人民医院医
共体牵头打造的胸痛救治单元。“我们这个地方‘三高’人群
多，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现在基层医疗机构在慢性病救治上
都没问题，就怕急性心梗、脑梗发作。作为牵头医院，我们必
须全力以赴，加大对基层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投入，在
镇卫生院建胸痛救治单元，在村卫生室建立胸痛救治点。生
命无价，救死扶伤不能算经济账！”吴冬冬在章古台镇中心卫
生院门前的一席话令人动容。

如今，彰武县人民医院牵头的医共体已在9个乡镇建设
胸痛救治单元，在23个乡村卫生室建立胸痛救治点，让优质
医疗资源和服务惠及更多农村居民。

优质的医疗资源和服务在向农村延伸的同时，也向城区
基层医疗机构不断下沉。

门诊大厅明亮简约，输液室干净整洁，医务人员忙碌的
身影随处可见……在阜新市细河区医院，一切都井然有序、
有条不紊。

阜新市细河区玉丰街道春草社区居民孙振义吃午饭时突
然感到心脏不舒服，胸闷气短，他赶紧到附近的细河区医院就
诊，接诊医生为他做了心电图，发现可能是一过性的不舒服，
建议他继续服用之前的药，明天再来检查一下。看到他脸色
不好，还详细地给出了一些急救方法和日常注意事项。孙振
义忍不住称赞：“咱这服务好、环境好，离家还近，真好！”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基层医务人员是离百姓最近的医生，我们应该提供更好的服
务，守护好群众健康。”阜新市细河区医院院长李英兰说，患
者恢复健康，脸上洋溢着笑容，就是对他们工作最大的肯
定。为了方便患者随时找到医生，医生中午轮流值守，于细
微处关爱关心患者。

从医院到社区，基层医疗机构打通医疗服务“最后一公
里”；从医生到居民，家庭医生架起连心桥“最后一米”。细河
区家庭医生团队每周定期巡诊，变“患者跑”为“医生跑”。

另外，与其“结对”的城市医疗集团牵头医院阜新市第二
人民医院，除了对细河区医院等基层医疗机构进行指导培
训外，还派出医护人员到有需要的患者家中，解决实际需求。

“在马护士长的指导下，我妈手术创口恢复得特别好，不
用去医院住院，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阜新
市居民宋怀萍的儿子对送医上门的医护人员连连夸赞。

医疗有温度，服务无止境。为了更好地满足辖区内群众
多元化的健康需求，阜新市还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医务

人员服务能力，以患者为中心，聚焦医疗服务行业的
各个环节，整体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让患者的更多就
医需求在基层得到解决。

实施健康辽宁行动。
有效增加医疗服务供给。
建强乡镇卫生院32所、村
卫生室979所。推进紧密
型城市医联体和县域医共
体建设。

——辽宁省政府工作报告（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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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古台镇章古台村村民康庆武：多亏了有咱镇卫生院的大夫，我那年突发心脏病的时候，才能捡回一条命。
他们及时诊断、联系急救车，开通了绿色通道，到了县医院就做上心脏支架手术，一点没耽误。

阜新市细河区玉丰街道春草社区居民孙振义：有个小病小痛的，还是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看病最方便。现在
社区医院的服务好，环境也好，关键是离家近，不折腾。

阜新市居民宋怀萍的儿子：以前术后检查必须去医院，实在是麻烦。现在医生、护士上门指导，我妈手术创口
恢复得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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