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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推进医共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发展，思南县将优质医疗
资源送到基层群众身边，实现“看病不出村、大
病不出县”，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看病贵、看病远
的问题，聚力打通人民群众就医“最后一公里”。

推进医防融合，持续筑牢基层医疗网底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不断推进、人口
集中转移以及老龄化进程加速，为满足人民群
众多元化、个性化、多层次的健康服务，思南县
立足“健康守门人”功能定位，创新工作模式，
探索形成医疗与公共卫生相辅相成的工作机
制，有力促进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全面提升。

在瓮溪镇，记者见到镇卫生院医生与村医
一同到村民家送诊，宣传冬季常见疾病预防、
疾病管理、康复、预防控制等健康管理知识。

“医生态度很好，还上门来服务，除了常规检
查，还给我们普及健康知识。”医生定期上门体
检，让群众很安心很温暖。

同时，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送医上门，提
供全流程、全周期健康管理服务。瓮溪镇卫生
院将“医”与“防”切实融合，相互促进，形成“诊
前、诊中、诊后”全病程健康管理工作机制，进
一步筑牢基层公共医疗卫生“网底”，有效提高
基层群众的健康水平与素养，让更多患者能享
受到优质的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全力做好群
众健康的“守门人”。

与此同时，镇卫生院健康管理中心采取医
生坐诊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在为居民反馈公
共卫生免费体检结果的同时，也对体检结果做
出针对性的分析、用药指导及健康管理，并根据
居民的健康状况，定期进行随访和追踪，真正实
现医疗与预防相结合的健康管理模式，通过提
前控制，减少并发症发生，逐步实现“小病在社
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分级诊疗模式。

瓮溪镇卫生院院长苏国印介绍：“我们健
康教育管理中心，主要工作就是健康教育，普
及健康知识，提高群众对健康知识的认知和掌
握，形成以防为主、以医为辅的健康格局。”

瓮溪镇卫生院医疗服务模式创新，是思南
县加强医疗改革和探索“医防融合”的一个生动
实践。

镇卫生院积极与上级医疗机构建立医疗
联合体，着力打造健康管理中心、医疗延伸服
务点，走好医防融合“联动棋”，建立以“养”为
主、以“医”为辅的医防融合服务新模式，让医
防融合转化为自觉行动，形成“未病早预防、小
病就近看、大病能会诊、慢病有管理、转诊帮对
接”的防治体系，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更优质的
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我们来医院检查，医生除了给我们开药，
还给我们宣传健康知识。现在我每年都会来
定期体检，在平时也更加注重健康饮食，还加
强运动，身体也越来越好了。”患者赵国孝说。

瓮溪镇卫生院积极探索将“医务”“医保”
“医药”三个科室整合，成立医疗管理中心，与
健康管理中心有效衔接，全力推进医防深度融
合，构建医防服务新体系。

“探索一患一医一护服务模式，从患者入
院到出院，都是同一个医生、同一个护士，提供
全程医疗服务，全面提升住院患者的体验满意
度。”苏国印说。

打造特色医疗，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为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服
务需求，近年来，思南县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按照“1个标准中医馆+1个临床科室+N个特
色科室”模式，本着“方便群众就医、相邻乡镇
卫生院优势科室互补”原则错位发展，寻找适
合自身的诊疗品牌，建成乡镇卫生院特色科室
20个，开展新技术新项目86个。

走进思南县瓮溪镇卫生院中医馆，环境整
洁舒适，古色古香的装修风格，营造出浓厚的
中医氛围。馆内配备了专业的中医诊疗设备，
从拔火罐到针灸，从汤药到理疗……群众在瓮
溪镇卫生院能体验到中医特色诊疗服务，中医
诊疗已成为许多老百姓的就医首选。

“前段时间我身体不舒服，就来到瓮溪镇
卫生院，医生根据我的病症建议通过中医进行
理疗。我觉得他们的服务非常好，很热情，目
前康复效果也很不错。”正在进行艾灸的村民
告诉记者。

“现在有曹医生在这里，我每次赶场都来，
扎一扎按一按，疼痛缓解了很多。”患者王爷爷
因为常年干农活腰腿疼痛，平时就是买一点膏药
贴或者拿自己泡的药酒按按，儿女都在外打工，
来去一趟县城医院特别不方便，知道曹医生来
到瓮溪镇卫生院后，就直接到卫生院治疗。

王爷爷口中的曹医生，是思南县民族中医
院的主治医师曹新忠，擅长针灸、艾灸、正骨等
各类中医适宜技术，派驻瓮溪镇卫生院挂职帮
扶，参与卫生院的中医馆诊治和教学工作，分
享传授中医药方面的常用知识和诊疗经验。

“通过半年和大家的互相学习，镇卫生院
的中医诊疗基本架构已经搭建起来，以前未开
设的中医适宜技术已开展起来，医疗服务能力
不断得到提升，就近就诊患者也在逐渐增多。”
曹新忠说。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色科室的建设，是提
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促进基层首诊的重要举
措。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口腔健
康的需求日益增长。瓮溪镇卫生院积极响应
群众需求，开设口腔科门诊，以实际行动提升
医疗服务质量，满足群众口腔健康需求。

“口腔科已成立一年多，平时来科室就诊
的人群主要是当地的小朋友和老年人，因为他
们爱牙护牙的意识比较欠缺，常见有牙周炎、
龋齿、牙缺损等口腔问题，所以我们在工作中
也给他们普及基本的口腔健康知识。”瓮溪镇
卫生院口腔科医生陈雪丽说。

在“一院一品”特色科室建设中，瓮溪镇卫
生院结合辖区常见病、易发病特点和医院实
际，选择重点诊治病种，研究科室医疗特色技
术，优化疾病诊疗方案，形成科室技术特色优
势，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增强医疗服务能
力，持续提升人民群众的医疗服务获得感。

2024年以来，瓮溪镇卫生院先后选派11
名业务骨干医师到贵州医科大学、思南县人民
医院、思南县民族中医院学习麻醉、儿科、中医
理疗等技术。

据苏国印介绍，瓮溪镇卫生院全面提升诊
疗服务水平，建设一个标准“中医馆+一个全
科医学科+妇儿科+口腔科”特色科室，还配置
1台 CT和 2台电梯，使优质医疗资源触手可
及，正有效提升村民就医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延伸医疗服务，方便边远百姓就近就医

为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促进乡
村医疗卫生基层服务能力提升，2024年11月26
日，思南县瓮溪镇卫生院汤家坝院区揭牌开诊。

什么是医疗服务延伸点？就是乡镇卫生
院在最偏远且相对集中的村子设置服务点，派
驻医护人员24小时轮班守岗，常用药品齐全，
常规检查能做，正常实施医保补偿机制。

为什么要设医疗服务延伸点？思南县乡
村居住人口近 50万，解决偏远乡村群众就近
就医一直是医疗卫生改革的重点。2023年以
来，在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基础上，该县便
思考如何更好地优化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布局，
经过实地调研，设立乡镇卫生院医疗延伸服务
点，进一步扩大服务辐射范围，让老百姓就近
能看病，节约就医时间和成本。

苏国印介绍，汤家坝村位于三星片区、上
坝田片区和富家寨片区的中间位置，3个片区
居住人口1万余人，最远的村与镇卫生院相距
约 20公里，较远的距离使群众就医看病成为
一个难题。

少花钱、少跑路、治好病、不生病，是群众
对医疗服务最迫切的期待。瓮溪镇卫生院汤
家坝院区的投入运营，为边远群众提供更加便
捷的就医渠道以及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作为瓮溪镇卫生院汤家坝院区医疗延伸
点，观音山村及周边村寨的村民在这里可以完

成门诊就医、取药、医保报销。医疗延伸服务
既缩短了群众的就医距离，又减轻了群众的用
药负担。同时，有效将家庭医生服务和医疗护
理延伸服务向纵深推进，让群众不远行便能享
受优质医疗服务。

“汤家坝院区的投入使用，极大地方便该
村及周边村寨群众看病就医，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最基层，有效降低了群众的看病就医成本，
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体现。”瓮溪镇党
委委员、副镇长张丽琴说。

汤家坝村村民汪彬激动地告诉记者：“过
去我们在卫生室看病，但卫生室条件有限，如
果去镇卫生院看病，往返要花费40多分钟，现
在村里有了医疗服务点，一般感冒之类的病就
不需要跑到镇卫生院去了。”

汤家坝院区始终秉承“以患者为中心”理
念，坚守“延伸医疗服务、心系百姓健康”初衷，
满足附近群众日常看病就医和体检咨询的需
求，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为民办实事做
好事的服务初心。

一年多来，思南县设立乡镇卫生院医疗服
务延伸点12个，不仅为当地群众提供了便捷的
就医条件，节约群众的就医时间和成本，还充分
利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帮扶政策，邀请县级医
疗团队开展义诊活动，推动县乡医疗资源下沉。

思南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田海军
说，通过设立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延伸点，进
一步扩大卫生院的服务辐射范围，方便更多群
众就近看病，节约了当地群众就医的时间和成
本，让“医生跑”代替“患者跑”，提高了优质医
疗资源的利用效率，解决了医疗资源配置不均
衡的难题。未来，思南县将多渠道争取资金和
支持，持续加大对乡镇卫生院医疗服务延伸点
的建设和投入，持续提升基层卫生健康服务质
量和水平。

改革创新提本领，便民惠民暖民心。近年
来，思南县卫生健康局高度重视基层卫生健康
事业改革发展，积极落实“以基层为重点，以改
革创新为动力”的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作方
针，依托乡镇卫生院医疗资源建设县域医疗次
中心和医疗延伸服务点，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加强特色医疗服务，全面推进医
防融合，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就近享受优质高效
的医疗卫生服务。

市融媒体中心特约记者 何川

——思南县推进医疗改革一线见闻

聚力打通便民惠民“最后一公里”

陈雪丽医生给病人治疗。

大河坝镇卫生院便民医疗服务站医生在查房。

健康管理中心。

汤家坝服务点。

为小儿做中医治疗。

杨家坳乡观音山便民服务站医生为群众诊脉。

中医馆。

健康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