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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近年来，辽宁鞍山
帮扶西藏巴青县，助力
当地提升医疗服务水
平：整合各级医疗机构
资源，组建医疗卫生集
团；提升医院软硬件水
平，改善就医环境，组
织人员轮岗交流；持续
派出医疗专技人员，加
强对当地医生的业务
指导，为巴青县留下带
不走的医疗队。

在西藏自治区那曲市巴青县人民

医院的 CT 室外，巴宗正在等候治疗。

这段时间，她身体不适，在家人的陪同

下来到巴青县人民医院检查。

“几年前，巴青的医疗水平相对比

较落后。”辽宁省鞍山市援藏干部、巴

青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董正威说，

“在援藏力量的支持下，县医疗卫生系

统 从 组 织 架 构 到 人 员 力 量 提 升 都 很

大，已经能较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

建设医疗卫生集团
推动落实绩效改革

一年多前，很多巴青县的病人更

愿意去外地求医问药。

董正威刚来到巴青时，便得知自

己要分管全县的医疗改革工作，让群

众 能 在 家 门 口 享 受 到 满 意 的 医 疗 服

务。“尽管知道工作难度大，但作为援

藏干部，为当地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是

我的责任。”董正威说。

于是，董正威带着鞍山援藏干部

们开始了调研。他和援藏干部走访了

巴 青 县 人 民 医 院 和 每 一 个 乡 镇 卫 生

院。在调研中，董正威等人不但对情

况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找到了巴青县

医疗卫生系统较为落后的症结——缺

乏绩效激励。

“干多干少一个样，技术好坏一个

样，大家自然没有心思研究技术，提高

业务水平。”董正威说，“解决之道是建

设医疗卫生集团，拉开绩效分配差距，

调动全县医务工作者的积极性。”

为了解决问题，董正威在县委县

政府支持下，协调各个部门逐个解决

医疗改革遇到的困难。“医疗卫生集团

没有增加人员编制和财政资金投入，

而是依托援藏的人员和资金，把人员

和经费进行重新调配，提高了资金使

用效率。”董正威说。

经过多部门协调，巴青县成功整合

多个单位，组建巴青县医疗卫生集团，

集中调配人力物力。“把全县医疗资源

‘攥成一个拳头’，向薄弱处发力。像疫

苗接种、流行病防治等重点任务，我们

都协调各乡镇和县医院人员，集中力量

逐个解决问题。”鞍山援藏干部、巴青县

人民医院院长祝元丰说。

【专家点评】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苗艳青：巴青县组建医

疗卫生集团，有利于集中调配人力物

力，盘活现有医疗资源，弥补医疗资源

不足的短板，也能更好地满足群众就医

需求，应对各项公共卫生任务。同时，

当地还充分利用援藏医疗队的优势，吸

收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验，比如引入激

励机制，有利于快速提升医务人员的工

作积极性。

改善医院硬件条件
组织医疗人员交流

回忆起刚刚抵达巴青县人民医院

时的场景，董正威依然印象深刻——

医院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血常规检查，

连最基本的 CT 室都没有。

如今，再走进巴青县人民医院的急

诊中心，环境变得非常整洁，医疗水平

已经能应对大多数病情。一些优秀的

乡镇医疗卫生人员实现和县医院的人

员流动和轮岗，解决了县人民医院的人

员短缺问题。此外，因为落实绩效改

革，很多医生学习和工作的劲头都比原

来更充足，掌握了更扎实的业务能力。

县医院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各乡镇卫生院的标准化建设也提上了

日程。在施行标准化卫生院建设的初

期，巴青县巴青乡卫生院院长达吉措

一度也打起退堂鼓——“乡卫生院人

员少、技术能力薄弱，要把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真正提上来，得费多大劲儿？”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董正威多次

下乡，向他讲述建设医疗集团的好处

以及县里推进工作的决心。在董正威

的努力下，达吉措最终愿意劝说乡镇

卫生院的工作人员参与轮岗交流。

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之间持续的

人员交流，帮助卫生院的医疗卫生人

员学到了一些新本事，而开展绩效改

革以后，卫生院的工作人员积极性与

日俱增。大家工作之余，经常认真讨

论医疗技术，分享最新的学习成果，都

感到收获满满。目前，巴青乡卫生院

已经具备了辖区内常见病及多发病的

诊治、居民健康保健、疾病预防等工作

能力，并负责居民家庭卫生服务工作。

【专家点评】苗艳青：县医院和乡

镇卫生院分别是县和乡医疗力量的关

键。巴青县提升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

的医疗服务能力，抓住了牛鼻子。对

于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一方面

要补足硬件设施，配齐关键的医疗设

备并配齐人员；另一方面，硬件有了，

还得提升软件。比如，巴青县利用援

藏医疗队的技术和管理优势，培养出

合格的医务人员，打破县医院和乡镇

卫生院人员交流的障碍，让乡镇医生

获得更多的学习与实践机会，有助于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援藏医生加强指导
当地医生提升本领

除了依靠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内生

动力，一批鞍山援藏医生的“传帮带”

对巴青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进步也起

到了积极作用。

按照规划，鞍山市对巴青县派遣

的医疗援藏专技人员只有两名。在董

正威的沟通下，鞍山市加大了选派医

疗援藏人员的力度，两年间先后选派

16 名专技人员组成鞍山市“组团式”医

疗援藏工作队，到巴青县开展工作。

刘常青医生就是其中的一员。去

年 7 月，巴青县人民医院急诊来了一

家三口，他们都是肉毒杆菌中毒的患

者。当时，患者频繁呕吐，神志不清，

刘常青和援藏医疗队值班的同事们都

投入了抢救工作。在岗的医护人员积

极配合，最终成功将病人救了回来。

“抢救结束，我们援藏医生和本地

医生开会，复盘了全过程，也借机为本

地医生讲解急救知识，分析一些常见

的医疗问题。”刘常青说。

在这样一次次的实践教学中，很

多本地青年医生成长起来。除了援藏

医生和院领导，巴青县几乎所有医生

都是 90 后。“临床经验不足、书本上学

到的知识不能很好地融会贯通到临床

实践当中是普遍现象。”刘常青说。

措姆是一名青年医生，以前很少

有独立主刀的机会，但在援藏医生的

指导下，他现在已经可以做一些简单

的手术了。每周一三五，巴青县人民

医院开展大查房，刘常青和措姆常常

搭班前往。措姆遇到不会处理的疑难

病例，就同刘常青一起讨论。刘常青

也会针对措姆的问题，进行授课和实

践操作培训。

“离家数千里，我们最大的获得感

就是为当地群众带来健康。接下来，

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医疗改革取得的成

果，保障群众医疗服务的长期改善。”

董正威说。

【专家点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

液科主任黄晓军：援藏医疗队一方面

要将核心技术教会当地医务人员；另

一方面，要将先进的管理制度、现代医

疗服务理念带给当地。通过年复一年

的努力，援藏医疗队要为当地留下一

支带不走的专家医疗队。

（专家点评由本报记者申少铁整理）

辽宁鞍山帮扶西藏巴青县提升医疗水平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本报记者 徐驭尧

■办好民生实事R

■快评R

医疗资源不足的地区，如何补

短板、强服务？辽宁鞍山帮扶西藏

巴青县的经验值得借鉴。

盘活存量。整合现有医疗资源，

通过建设县域医共体或医疗卫生集

团，大医院带小医院，县医院带乡医

院，实行统一管理，推进绩效改革，人

员交流学习，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

性，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扩 大 增 量 。 依 托 外 部 支 援 力

量，从医疗发达地区引入先进的医

学理念、管理制度、硬件设备、专业

技术，增加优质资源供给。

帮扶过程中，既要重视硬件，也

要重视软件。通过传帮带，努力培

养当地医疗人才，留下带不走的专

家医疗队，让优质医疗服务在当地

落地生根。

让优质医疗服务落地生根
周春媚

本版责编：商 旸 巩育华 徐 阳

本报昆明 8 月 8 日电 （记者叶传增）日

前，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

上半年，云南省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5435 元，增长 16.2%，增速比上年同期快

9.2 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

上下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持就业

优先，落实“四个不摘”政策，脱贫县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快速增长，消费潜力得

到明显释放。

从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构

成 情 况 看 ，工 资 性 收 入 增 幅 最 高 ，增 长

25.2%，是居民增收的主要力量；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等也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从消费

支出情况看，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

活消费支出达 4795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696
元，增长 17.0%，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 8.5 个

百分点。

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

本报长春 8 月 8 日电 （记者李家鼎）记

者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吉林省 2021 年

计划培育高素质农民 2.5 万人。按照培育计

划，吉林省今年将重点培育专业技能型、重点

产业型、乡村治理人才、经营管理型和农业经

理人等五大类型学员。

培训内容主要包括综合素养课、专业能

力课和能力拓展课三大类。培训形式也灵

活多样，既开展集中理论学习，也利用智能

手机 APP 进行线上学习，农业部门还将带领

学员到省内外现代农业园区、农业企业进行

实习实训、现场观摩，并做好后续跟踪指导

服务。

在培训对象遴选上，紧紧围绕乡村振兴、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护黑土地、保障粮食安

全和重要农副产品有效供给等重点工作任

务，以家庭农场经营者、农民合作社带头人为

重点，坚持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协同、提升能

力与延伸服务衔接，聚力打造适应产业发展、

乡村急需的实用型高素质农民队伍。

吉林今年计划培育
高素质农民2.5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