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当！当！”两个小朋友分别摇动铃

铛，在墙上按下蓝色手模。近日，北京儿童医

院保定医院（以下简称“保定医院”）肿瘤外科

的“ 彩 虹 屋 ”响 起 掌 声 ，两 个 孩 子 顺 利 出 院 。

“ 彩 虹 屋 ”开 放 4 年 多 来 ，这 里 共 响 起 392 次

铃声。

这感人的场景，得益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2015 年 5 月北京儿童医院托管保定市儿

童医院以来，截至目前，共 3.2 万人次的患儿在

当地接受北京专家诊疗，全院接诊量累计增加

150 多万人次。两地开创的公立医院跨省份托

管模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惠及更

多百姓。他们以患者为中心，把“爱”的同心圆

越画越大、越画越多。

5 月 11 日至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

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

会时强调，“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体现

到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上。”“要推进

医联体建设。”这种医院托管的模式，正是医联

体建设的一种探索。

从“输血”到“造血”，有力
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平

“保定这边收治一名‘急性坏死性胰腺炎’

患儿，病情危重，不能转送北京。孩子需要做

血液净化，急需支援设备及专业人员……”保

定医院院长田剑向在外地出差的北京儿童医

院院长倪鑫电话求助。

“我们派人带设备，全力支援抢救！”倪鑫说。

北京儿童医院立刻派出两名医务人员，用

货车载着设备赶往保定，其间先后共派出 3 名

专家携手抢救。孩子病情稳定后，又通过绿色

通道转诊到北京儿童医院。2016 年 1 月，北京

儿童医院派田剑担任保定医院院长，他至今对

当年 3 月那次联手救治印象深刻。以此为新

的起点，两院开始密切合作。

“除了全院托管，内部还有科室托管。”北

京儿童医院肾病二科副主任周楠说。2018 年

她到保定医院出诊，最初每两周来一天。2021
年 10 月，北京儿童医院肾病二科整体下沉，成

立北京儿童医院保定医院肾病二科保定病区，

两地实行统一的诊疗标准。周楠常驻保定，每

周工作 4 天。

当初保定医院的科室医生只能治疗一些

常见病，遇到疑难病，会建议患儿去北京等地

的大医院。经过全方位的传帮带，“保定医院

的诊疗水平大幅提高，现在遇到疑难病，可以

大胆收治。”周楠说。2022 年，他们先后完成保

定市的首例儿童腹膜透析、首例儿童血液透

析。截至目前，为当地肾病患儿 6000 多人次

提供诊疗。

2021 年 6 月，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

医院干细胞移植科整体落户保定，成为保定首

家、我国北方最大的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中

心，有力提升当地儿科医疗服务水平。北京专

家秦茂权教授带领 15 名北京医护人员常驻保

定 ，近 两 年 共 有 170 多 名 患 儿 顺 利 出 舱 。 如

今，包括北京儿童医院干细胞移植科在内，已

有 4 个国家级病区在此落户。患者来源图显

示，已经覆盖 31 个省份。

托管 8 年来，北京儿童医院陆续派出 400 多

位专家共 1 万余人次前来帮扶，7 位专家任保定

医院科室“双主任”，14 位专家任科室主任。在

北京专家帮扶下，保定医院陆续开设内外科专

业和特色门诊 86 个、住院部专业病区 16 个。年

门诊量从 25 万人次增长到 63 万人次，还能诊治

一些儿童罕见病。难度较大的三、四级手术量

从零起步，至今累计完成 8000多例。

从“上转”到“下转”，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基层共享

2022 年 6 月，4 岁的朵朵（化名）被确诊为

肝脏恶性肿瘤，辗转多地求治。10 月他们来到

北京，然而做手术要排队，病房很紧张。北京

儿童医院王焕民教授建议说：“我也在保定医

院出诊，可以考虑去那里做手术。”

于是，一番商讨后，王教授帮朵朵开通转

诊绿色通道，朵朵顺利进入保定医院。去年 11
月 17 日，王教授为孩子成功实施手术。“让优

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让更多患儿在基层就近

享有北京的优质医疗服务，这是托管的初心。”

田剑说，“北京专家到保定帮扶，两个医院的诊

疗标准逐步同质化，还有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最终受益的是患者。”

今年 2 月的一天下午，5 岁男童佳佳（化名）

在卫生间摔倒，伤到头部，陷入昏迷，家长赶紧

带孩子到保定医院，被收进儿科重症监护室。

孩子需尽快做手术，刻不容缓！手术难

度 大 、风 险 高 ，北 京 儿 童 医 院 专 家 翟 锋 接 到

联 系 后 ，决 定 立 即 赶 赴 保 定 。 这 边 汽 车 飞

奔 ，路 上 打 电 话 商 定 手 术 方 案 ，那 边 做 好 术

前的一切准备。孩子入院 2 小时后，翟锋直

奔 手 术 台 …… 经 过 4 个 多 小 时 手 术 ，孩 子 成

功挽回生命。

“首诊在基层、复杂病例远程会诊、疑难急重

患者转诊无障碍”，托管以来，北京专家在保定平

均每年为危急重症患儿会诊 2700 人次、做手术

1300 例。保定医院接诊量累计增长 150 多万人

次，其中保定以外患儿超 10万人次。

双向转诊曲线图印证了托管以来的变化：

保定上转北京的患儿先有增加，2016 年以来一

直下降；北京下转保定的患儿自 2017 年一直

上升。“这说明保定医院的医疗水平提高，更多

患儿留在保定，或转往保定就医。”保定医院党

委书记陈宇萍说。

2017 年，发挥托管优势，牵头成立以北京

儿童医院为中心、保定市儿童医院为纽带，133
家医疗机构组成的“保定市儿科医疗联盟”，构

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就诊模式，让优质

医疗资源辐射最基层。

从“输出”到“融合”，全面
推进医疗卫生协同发展

早上5点40分起床，6点15分出门赶往北京西

站，7点 12分登上高铁。到达保定东站，坐通勤车

赶到保定医院。田剑每周在保定工作至少4天，周

二到北京儿童医院开院长办公会，协调两地工

作。7年多风雨无阻，1400多张车票，记录着田

剑“双城”奔波的历程。

托管改变的不仅仅是牌子，还有“理念

和文化”。“除了输出人才和技术，重点是输

出管理，关键在于融合，助推两地同质化。”

田剑说，“从‘输血’到‘造血’，最终实现自

我发展。”

保定市儿童医院原为二级专科医院，

仅有 300 张床位，管理制度陈旧，诊疗水平在

保定市属于中等偏下。

北京儿童医院为其制定总体发展规划，参

照北京儿童医院制度流程，构建院、科两级三

层的医疗质量与安全体系。按照三级儿童医

院评审标准，推出制度规范 600 余项。为带动

保定医院同质化发展，两院实行专家、临床、科

研、教学、预防、管理等“6 个共享”。

此外，他们还探索了多个层级的协同：北

京专家常态化来保出诊会诊和开展手术等；北

京专家担任保定医院科室主任，负责全面管

理；北京的专业科室和人员整体下沉保定开设

病区。在托管模式助推下，2020 年底保定医院

成为三级专科医院，有 1000 张床位。去年 5
月，该院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目

前中心项目建设已进入地上结构施工，建成后

总床位将达到 2000 张。

从合作对接到临床诊疗和教学科研等，这

种托管模式带动北京、河北等一批医院开展多

形式合作。2021 年 4 月，北京佑安医院和保定

市人民医院开展合作并派专家挂职；2021 年 5
月，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托管保定市第

一中医院，诊疗对标广安门医院……

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全面推进。9 年

来，保定市 99 家医疗卫生机构与京津 119 家三

甲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各类合作，新建共建科室

245 个 。 还 派 驻 专 家 6489 人 次 ，诊 疗 患 者

85429 人次、指导手术 8748 例。

数据来源：北京市卫健委、河北省卫健委

（本报记者贺勇、张志锋采访整理）

北京河北推进医联体建设北京河北推进医联体建设、、共建儿童医院共建儿童医院——

医院跨省份托管医院跨省份托管 百姓实打实受益百姓实打实受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志锋张志锋

核心阅读

5 月 11 日至 12 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河北考察并主持召开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
会时强调，“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最终要体现到增进人民福
祉、促进共同富裕上。”“要推进
医联体建设。”

深入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部署，推动医疗发展成
果共建共享，北京儿童医院、保
定市儿童医院发挥托管优势，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深化
拓展医疗合作项目，积极探索多
层级协同，提升当地医疗服务水
平，惠及更多百姓。

■一线调研R

■记者手记R

一直以来，各地患者得了病，总喜欢去

北京大医院就医，随着分级诊疗的推行，近

些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拿河北来说，河北

环绕京津，离得近，过去北京大医院的就医

者相当多来自河北。现在，随着京津冀医疗

协同步伐的加快，很多患者不用再奔波着往

北京赶了。

截至目前，河北共有 312 家医疗机构与

京津 373 家医疗机构实现 50 项检验结果互

认，176 家医疗机构与京津 137 家医疗机构

实现 20 项影像检查资料共享。减轻患者负

担，提高诊疗效率。“在家门口也能看上北京

专家了。”河北许多群众这样感慨，基层更多

患者可以就近共享优质医疗资源。方便群

众就医，也利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一举

多得，利国利民。

9 年多来，三地医疗协同步伐加快，推

动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扩 容 下 沉 和 区 域 均 衡 布

局。“患者不动专家动”，有的通过托管等把

医院“搬”到基层，在保定、廊坊、张家口和秦

皇岛等环京津地区，医联体、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等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协同，带

动河北整体医疗服务能力和质量提升。

医疗是有温度的事业，民生改善百姓感

受更为直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最终要

体现到增进人民福祉、促进共同富裕上。”让

更多协同发展的红利惠及民生，让群众拥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让更多协同发展的红利惠及民生
张志锋

日 前 ，国 家 医 保 局 印 发《国

家 医 疗 保 障 局 办 公 室 关 于 实 施

医 保 服 务 十 六 项 便 民 措 施 的 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推出首

批 16 项医保服务便民措施，简化

手续、精简材料、压缩时限、创新

服 务 模 式 ，为 群 众 提 供 更 便 捷 、

更 优 质 、更 高 效 的 医 保 服 务 ，切

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为将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

转化为医保惠民实效，国家医保

局出台了《通知》。”国家医保局有

关负责人表示，《通知》聚焦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和医保

所需，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

从以下 5 个方面考虑，推出 16 项

医保服务便民举措，逐个突破当

下堵点，循序渐进提升服务质效。

一是减环节，提速医保转移

接续。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转移

接续办理慢的问题，精简办理材

料，取消转出地出具《参保凭证》

和转入地出具《联系函》两个办理

环节，将原来 45 个工作日压缩为

15 个工作日，开通医保关系转移

接续“跨省通办”服务，方便群众

线上申请、查询办理进度。

二是优流程，便利异地就医

备 案 。 依 托 国 家 医 保 服 务 平 台

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

方便参保人线上办理异地备案；

优化补办备案服务，保障异地就

医群众正常享受医保待遇；扩大

备案范围至高血压、糖尿病等 5
种门诊慢特病患者；未异地备案

的急诊抢救参保人员可视同已备

案；允许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在备

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

三是优服务，便捷群众医保信

息查询。开通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网厅或地方医保服

务平台等多种查询渠道，在医保经办大厅和有条件的银行

营业网点、社区服务中心、定点医药机构等场所设立医保自

助区，方便群众查询个人缴费记录、医保账户、医保药品目

录等信息。

四是一站办，推行医保服务“一窗通办”。针对传统服

务窗口职能单一、季节性办事拥挤、群众多头跑腿等弊端，

推进医保经办服务窗口“综合柜员制”，窗口前台不分险

种、不分事项、一窗受理、一站式服务，后台分办联办快办。

五是减跑动，推进医保服务“网上办”。推动经办数

字化转型，依托医保服务平台“个人网厅”“单位网厅”，实

现参保查询、参保信息变更等高频事项“网上办”，变“群

众跑腿”为“数据跑腿”。依托数字赋能，推动实现医保电

子凭证全流程应用，便捷群众持“码”就医购药。

政策措施有力，落实是关键。这位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持续优化医保便民服务，有效提升医保公共服务能

力。密切跟踪，综合发力，将 16 项便民措施纳入 2023 年

度医保经办服务规范化建设内容，将落实情况作为经办

管理服务评价的重要指标，确保首批 16 项医保便民措施

在各地尽快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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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从满足老年人实际养

老需求出发，建成 25 个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让老年人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服务。图为日前，城关区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的服务人员在为老人检查身体。

王 哲摄（人民视觉）

兰州 家门口的养老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