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眺望新征程， 医院前进的每一
步， 都肩负着 “造福一方百姓、 守
护群众健康” 的神圣使命。

据刘群友介绍， 今年， 市一医
院将投资 1.4 亿多元， 开通医院东
大门， 未来还将建设一栋急诊急救
大楼， 建成后将极大地提高医院急
诊、 急救救治速度， 改善患者就医
环境和体验； 与此同时， 通过实施
“强门诊 ” 战略 ， 优化诊疗流程 ，
提升服务能力及效率， 节约运行成
本、 提高运营能力。

借助湘潭市获得国家财政部 、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立医院改革与高
质量发展示范项目的机会， 市一医
院加强学科建设， 一系列重点学科
获得国家或省市资金支持 。 未来 ，

该院将进一步加强胸痛、 卒中、 创
伤、 危重孕产妇、 危重儿童和新生
儿五大中心建设， 提升为百姓服务
能力， 在人财物配置上向重点专科
倾斜， 努力打造一批省、 市重点专
科， 并进一步冲击国家级重点专科。

在医疗科研、 论文撰写及人才
培养等方面， 市一医院为推动临床
研究型医院建设， 积极响应国家新
药创制政策、 参与药物与医
疗器械临床研究， 目前已承
接几十例国内外多中心临床
试验； 积极参与科研， 带动
全员营造临床医学科研氛
围 ， 加大对科研立项 、 结
题、 专利发明及论文撰写的
奖励和扶持力度， 提升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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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激活高质量发展“红色引擎 ”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近日，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对 2021 年度医改工作表现突出地方 （单位） 进行了通报表扬，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以下简称市一医院） 荣获
“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改革表现突出的单位”。

近年来， 市一医院始终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以党建为引领， 以患者为中心， 贯
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创新驱动， 不断深化改革， 积极探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新机制、 新理念和新方向， 全力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医院成功晋
升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被评为“全国健康管理示范基地” “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 先后荣获“湖南省十大‘平安医院’ 创建示
范单位” “湖南省优质护理服务表现突出医院” “全省改善医疗服务行动示范医院” “湖南省医疗机构法治建设工作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

����� “要充分发挥院党委把方向、 管大
局、 作决策、 促改革、 保落实的领导
作用， 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坚持集体领导， 落实 ‘一岗双责’， 党
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共同推动职工合
力向前、 医院行稳致远。” 日前， 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 市一医院党委书记刘
群友的话掷地有声。

医院是船 ， 党建是帆 。 帆高扬 ，
船才能乘风破浪， 勇往向前。 市一医
院坚持党建引领， 将医院党的建设全
面融入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之中 ，
健全议事决策机制， 制订党委会议事
规则、 行政议事规则， 建立权责清晰、
管理科学、 治理完善、 运行高效、 监
督有力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体系。 强
化制度建设， 规范财务管理、 招标采
购、 设备采购、 行政后勤管理等制度，
全面促进医院规范化管理。

自 2017 年成立市一医院医疗健康
集团以来， 目前该院已与全市 25 家基
层医疗单位签约共建医联体， 构建起
优质高效的整合型医疗健康服务体系，
推动 “以治病为中心” 向 “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 转变。 作为医联体牵头单
位， 本着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基
层首诊、 分级医疗、 上下联动、 共同
发展” 的原则， 市一医院为成员单位提
供人才培养、 适宜技术推广、 管理咨询
等指导帮扶， 开通 “互联网﹢医疗” 远
程诊疗平台， 建立远程影像诊断中心，
为医联体成员单位开展远程会诊， 长期
派专家下沉到各成员单位开展查房、 坐
诊、 会诊、 手术指导、 疑难病例讨论
等， 建立起了快捷有序的双向转诊绿色
通道， 有效推动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提升了基层医院服务能力， 让群众就
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近一年多来， 市一医院加快推进
与韶山医院医联体建设， 在远程医疗、
诊疗技术、 双向转诊、 人才培养等多
个方面 ， 为韶山医院提供精准技术 、
管理、 服务支持， 让韶山人民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级医院服务。 未来，
双方将深化医联体合作， 让市一医院
的技术、 专家、 资源通过韶山医院进
一步下沉至卫生院、 村卫生室， 形成
网格化管理全覆盖， 并尽快与韶山医
院互联网医院并轨建设， 让韶山老百
姓全生命周期健康数据及时存储、 共
享， 努力实现 “在韶山率先实现人人
享有全生命周期安全有效便捷高质量
健康服务” 目标任务。

“我们建设医联体的出发点在于一
切为了人民健康， 狠抓落实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 切实解决当地老百姓看病
难、 看病贵、 看病远的问题。 正是因
为坚持民本情怀和利他原则 ， 牢记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 市一医院医联
体建设成效显著， 在行业内也产生了
良好品牌效应” 刘群友表示。

不忘初心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
付费是目前国际上最为广泛使用的
住院医疗服务支付方式 。 具体来
说， DRG 付费就是以病人诊断为基
础， 根据病人的年龄、 性别、 住院
天数、 临床诊断、 病症、 手术、 疾
病严重程度， 合并症与并发症及转
归等因素， 把病人分入若干诊断相
关组， 在分组上进行科学测算进行
付费的方法。 也就是说， 将病人按
照疾病严重程度、 治疗方法的复杂
程度以及资源消耗的不同分成若干
组， 以组为单位分别定价、 打包支
付的一种付费方式。

DRG 是现代化的卫生经济管理
工具， 是对住院病人直接管理的有
效方式， 可保证患者得到合理有效
治疗。 DRG 付费的应用也能够促使
医院更全面、 有效地控制疾病诊治
成本， 有效控制医疗费用， 有利于
医院管理水平的提升。

2019 年， 湘潭市被确定为首批
DRG 付费方式改革国家试点城市 。
市一医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李绍杰
表示， 作为首批启动实际付费的试
点医院 ， 市一医院紧盯数据采集 、
能力提升、 末端落实等基础、 重点
工作， 加强编码员与临床的病案编
码互动实操培训， 积极落实国家集
采药品 、 器械 、 耗材使用 ， 通过

DRG 付费运营模式避免过度医疗及
资源浪费； 与此同时， 医院积极推
行日间诊疗 （日间手术、 日间放疗
及化疗等）、 加速康复、 临床路径，
医保、 绩效、 医政和质量管理等相
关专家下沉临床一线， 增进各科室
间的密切合作， 医疗工作效率和服
务质量明显提高。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市一医院
住院总费用、 次均费用、 平均住院
日、 时间消耗指数和费用消耗指数
均呈现下降趋势， 群众看病负担进
一步减轻， 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
步提升， 医院创新改革在全国获得
认可和推广。 目前， 市一医院正参
与 湖 南 省 医 保 信 息 化 标 准 化 与
DRG 实践基地建设 ， 依托基地推
进全市病案、 医保结算清单编码落
地应用工作， 并按编码进行培训与
质控， 以保障医保支付制度改革顺
利进行。

李绍杰说， “DRG 赋能公立医
院精细化运营管理， 探索建立以保
证质量 、 控制成本 、 规范诊疗行
为、 提高医务人员积极性为核心的
DRG 付费和绩效管理体系， 将促进
医院从规模扩张发展方式转变为提
质增效运行模式， 从粗放管理转向
精细化管理， 为老百姓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的医疗健康服务。”

复杂疑难临床问题工作能力， 通过 “引进
来、 送出去” 培养优质高效人才队伍； 在
信息化平台建设方面， 该院将按照国家医
疗健康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四级甲
等标准、 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水平分级
评价五级的标准和医疗智慧服务分级评估
三级标准， 进行智慧医院建设， 为老百姓
提供的更便捷、 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以及
医疗配套的餐饮、 陪检、 健康提醒、 慢病
管理监测等延伸服务。

作为湖南省老年友善医院示范单位，
市一医院将加大病区老年特色改造， 探索
三甲医院医养项目， 成立慢病管理中心，
促进医防融合 ， 服务群众需求 。 “医院
DPCC （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 项
目 ， 充分发挥了医联体优势 ， 形成市 、
县、 乡、 村四级网格化管理 ， 推进信息
化、 质控标准化、 检查结果互认、 检查资
料共享， 实现村筛、 乡管、 县治， 医联体
牵头单位提供技术指导和疑难、 危重病例
诊治。 下一步 ， 该模式还将推广到高血
压、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终末期肾病、 脑
血管病、 肿瘤等疾病管理” 李绍杰表示。

市一医院是 “湘潭市肿瘤医院”， 目
前肿瘤专科病床有 780 多张， 仅次于湖南
省肿瘤医院。 未来该院将抢抓长株潭都市
圈、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发展的历史机遇，
着力打造肿瘤医院， 推进 “大专科、 小综
合” 的特色学科发展战略 ， 集筛查 、 诊
断、 放疗及化疗、 康复、 预防等于一体，
建立真正现代化的肿瘤医院 。 通过与国
内、 省内强势肿瘤专科医院或肿瘤中心建
立对口协作关系， 提升诊疗技术、 加大人
才培养、 优化设施设备， 向着湘中肿瘤区
域医疗中心的目标不断迈进。

征程万里风正劲， 重任千钧再奋蹄。
市一医院将始终不忘初心使命、 牢记医学
誓言， 胸怀 “国之大者”， 以问题为导向，
用创新破解难题， 努力为探索中部地区推
进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新
模式积累经验， 为健康湖南、 健康中国建
设贡献智慧力量。

本报记者 鲁红 通讯员 袁雯 段斌

抢抓机遇 打造湘中肿瘤区域医疗中心

DRG 试点 改革助推精细化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