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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十三五
健康新湖南

� “我们在社区医院看病， 也可以得
到大医院医生的诊疗， 看病更方便
了！” 近日， 湘潭市岳塘区书院路街道
居民黄利芝因腰椎疼痛在社区医院做
了检查， 社区医生将她的检查资料发
给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影像远程
诊断中心的医生， 医生及时给出了诊
断结果和下一步治疗建议， 为患者看
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而这， 正是湘
潭市医改给群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

近年来， 湘潭市医改工作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 着力构建布局合理、
上下联动、 功能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
新体系，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湘潭特色的医
改之路。

在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考
中， 湘潭不仅交出了漂亮的答卷， 还
以疫情防治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 5 月 7 日， 湘潭市在
湖南省率先出台 《关于加快推进全市
公共卫生防治体系补短板工作的若干
意见》， 制定 30 项具体措施， 出台 15
个执行文件， 有力推动公共卫生防治
体系补短板。 同时， 不断完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 应急工作
领导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定期开展
突发传染病分析研判， 确保科学、 有
效采取应对措施； 湘潭市应急物资储
备采用实物储备和协议储备并行的方
式， 由有关企业承担湘潭市医疗救治
设备、 医疗防护物资等的储备， 确保
储备充足； 建立健全应急队伍、 装备
物资、 培训演练等各类应急管理制度，
设立 24小时应急值班电话等。

医改让湘潭人看病越来越容易
目前， 湘潭市组建了 27 个多种形

式的医联体， 建立了市级医疗健康集
团与县域医共体之间的紧密联系， 市、
县、 乡、 村四级实现了有效联动， 最
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 激发基层运
行活力。

据悉， 雨湖区长城乡卫生院与湘
潭市二医院建立起紧密型医联体。 市二
医院下沉到卫生院的专家， 常驻卫生院
开展医疗服务， 并全部参与到家庭医生
服务团队。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享
受二级医院专家服务， 门诊和住院均次
费用也仅为全市公立医院平均费用的一
半， 受益是实实在在的。” 雨湖区长城
乡卫生院负责人说。 在 2020 年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 因长城乡卫生
院医联体工作成效突出， 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以长城乡卫生院
为例， 重点推介了湘潭市通过医联体
建设提升基层阻击新冠肺炎疫情联防
联控能力的典型经验。

近年来， 湘潭市基层医疗服务机
构的自身服务能力得到全面提升。 全
市所有行政村均建设了标准化的村卫
生室， 2020 年市县两级财政还投入
992 万元， 对全市 62 家基层医疗机构
预防接种门诊实行数字化建设， 并对
儿童保健门诊进行规范化建设。 目前
湘潭市 22 个乡镇卫生院获评全国群众
满意乡镇卫生院 （全国优质服务示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作为湖南省 “互联网+医疗健康”
试点示范市， 湘潭市不断健全 “互联
网+医疗健康” 服务体系， 不断丰富
“互联网+” 便民惠民应用。 “一卡通
工程” 有效解决了居民 “一院一卡、
互不通用” 的堵点问题， 整合了 89 家
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 实现了 60 项便
民惠民服务， 开通了预约挂号、 健康
档案调阅、 核酸检测预约等便民惠民
服务。 据悉， 湘潭市医疗机构居民健
康卡改造完成率居湖南省第一。

医改让湘潭人看病越来越实惠
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一般

单次费用比较低， 持续费用比较长，
总负担比较大， 以往难以纳入报销政
策。 2020 年 1 月， 湘潭市首例享受高
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政策优惠的
患者在岳塘区书院路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完成疾病认定、 门诊拿药及现
场报销手续， 标志着湘潭市城乡居民
医保病人 “两病” 门诊用药保障政策
正式落地实施。 以岳塘区为例， 目前
共有 75 种高血压用药、 63 种糖尿病
用药纳入了第一批门诊用药范围， 按
照政策报销 70%， 政策实施将减轻岳
塘区近 4 万患高血压、 糖尿病的城乡
居民医疗负担。

2020 年 1 月， 湘潭市 97 家医疗
机构完成了国家第一批 “4+7” 扩面的
25 种药品集中采购的协议签订， 此次
集中采购药品价格平均降幅 66%， 单
个品种最高降幅 94%。

湘潭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向深化医改要活力

本报通讯员 符瑶 吴元知

���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亚娜）
12 月 8 日， 湖南省疾控中心发
出提示， 为了加强冬春季传染
病防控， 省疾控门诊部新进一
批流感疫苗， 广大市民可通过
微信公众号 “约苗 ” 进行预

约。 同时， 针对不少老年人不
会利用微信预约的情况， 省疾
控门诊部对 60 岁以上的老年
人 （凭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证
件 ） 实施现场免预约接种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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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恺俐， 株洲市中心医院产
科主任、 主任医师。 中南大学湘
雅医学院硕士生导师、 兼职教
授， 湖南省妇幼保健与优生优育
协会促进自然分娩专委会委员、
产科重大疾病救治专委会委员、
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孕产健康
分会副理事长。

产科专家

谢恺俐

�������本报讯 （王琳琳） 12 月 10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
保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
发布 《关于深入推进 “互联网+
医疗健康” “五个一” 服务行
动的通知》。 聚焦 “一体化” 共
享服务、 “一码通” 融合服务、
“一站式” 结算服务、 “一网
办” 政务服务、 “一盘棋” 抗
疫服务 5 方面内容， 推动 “互
联网+医疗健康” 便民惠民服务
向纵深发展。

《通知》 要求， 推进互联网
诊疗服务， 充分发挥互联网医院

在基层医疗服务中的作用。 各地
可从门诊慢特病开始， 逐步扩大
医保对常见病、 慢性病 “互联
网+” 医疗服务支付的范围。 针
对老年人、 儿童、 残障人士等群
体存在的 “数字鸿沟” 障碍， 坚
持两条腿走路， 合理保留传统服
务方式， 既要实现线上服务便捷
化， 又要注重线下服务人性化。
其中，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应在入
口处增设无健康码绿色通道， 配
备人员帮助查询防疫健康码、 协
助手工填写完成流行病学史调
查， 缩短等候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