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杭州市民陆震撼患有高血压，10
多年了，降压药不能停。去年，公司派他去外

地分公司常驻，开药用药成了难题。陆震撼

把顾虑讲给上城区笕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家庭医生，对方则让他放宽心：根据签约

服务要求，现在可以线上问诊，远程寄药，得

益于慢病长处方政策，配药间隔时间也延长

至 12 周。如今，收到家庭医生远隔千里寄来

的药，他的顾虑一扫而光……

陆震撼享受到的慢病便捷服务，正是浙

江“两慢病”（高血压和糖尿病）工作探索的

缩影，为贯彻落实“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要

求，浙江省从 2020 年起推行“两慢病”医防融

合改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基层机构不

断探索提升服务质量，实现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不断扩容、公平可及，在减轻“两慢病”患

者就医负担同时，进一步提升患者感受度和

满意度。

提质——

数字化处方，方便健康管理

去年以来，杭州市民何阿姨在凯旋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完病后，总会收到一张

“日常健康处方”。处方上，个人近期血压、血

糖管理水平一目了然，还有检查化验异常结

果提醒、近期所做检查等内容。

不仅如此，今年年初，她还收到一份“年

度健康评估报告”，一张 A4 纸上，血压、血糖

变化曲线图、各类检查检验结果、用药情况一

一罗列，还能模拟预测未来疾病危险度，制定

下一年度健康管理计划和控制目标等。

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章炜颖告诉记者，两

张“数智处方”为居民生成了“健康画像”，怎

么吃、怎么治，有哪些指标需要定期监测，都

写得通俗易懂，即便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年

人也能看懂。

在杭州，全域集成省、市、区、镇街四级医

疗、公卫相关四大平台、六大系统数据，在患者

端提供“健康处方”和“年度健康评估报告”，培

养居民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在医生端设置路

径化提醒，推动规范诊疗和精准化管理决策，

目前已开具健康处方 83.04万余张。

结合数字化改革，浙江组建家庭医生团

队，打造面向居民的“知健康、享健康、保健

康”三大应用场景，推进老年慢病数字健康新

服务，数字赋能“两慢病”全周期健康管理。

在嘉兴海宁市，慢病管理如今已嵌入社

区养老服务体系。走进长安镇虹桥社区的养

老服务照料中心，工作人员为社区老人测量

血糖、血压完成后，相关数据随即同步传输至

市级智慧养老综合信息平台，数据也同步更

新至个人健康档案，方便老人家属、医院、家

庭医生等多方同步监管、随时跟进病情。

如今，智慧养老综合信息平台的触手已

延伸至养老机构、镇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小

区（村组）睦邻点等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通

过打通民政、卫健等部门数据资源，形成了

“一次监测、多方利用”，为慢性病老年人进行

精准画像，不仅打破各部门数据壁垒，也让老

年人慢病诊疗更精准。

增效——

一体化门诊，优化诊疗流程

家住宁波的丁阿姨是福明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常客”，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10 多

年，每月都要复查配药，医院成了常跑之地：

“以前最愁看病，化验拿药要跑个两三趟，我

们这种上了年纪的人实在吃不消。”

前不久，服务中心新设了“慢性病一体化

门诊”，将所有关于慢性病的健康服务集中在

同个楼层，还设有血管彩超、动脉硬化检测、

眼底镜检查等 16 项一站式便捷检查通道。丁

阿姨前往体验，确实方便不少。

在 诊 前 服 务 区 ，护 士 为 丁 阿 姨 测 量 血

压、血糖等指标，数据同步上传至门诊系统；

诊室里，接诊医生根据前端更新数据，又对

比既往诊疗、配药、体检等诊疗记录，完善了

慢病专项档案并约好下次复诊时间。服务

中心主任任柳芬告诉记者，传统慢性病治疗

只有“诊中”环节，如今通过诊前、诊中、诊后

闭环管理，建立起医防融合、智能共享的协

同机制。

在宁波，全市 154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中，已有 112 家建成慢性病一体化门诊，去年

全市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率达 69.24%，糖尿

病患者血糖控制率达 65.42%，分别较上年增

长 3.7 个和 4.23 个百分点。

在杭州，市级医院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开放门诊、住院、检查、检验、会诊等优质

资源，全市建立全专联合门诊 237 个，联合病

房 5 个，561 名市级医院医务人员下沉基层开

展帮扶指导，50 名基层医务人员到市级医院

开设门诊，城市医疗资源实现“双循环”。

如今，浙江依托县域医共体和城市医联

体建设，明确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权

责，形成了有效分工协作机制，实现“两慢病”

的一般诊治和日常管理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为主，急危重症治疗以二级以上医院为主的

上下联动，畅通转诊渠道。

扩面——

政策协同，照料特殊群体

近年来，浙江不断深化“三医联动”综合

改革，配套完善县域医共体医保总额预算管

理，科学合理分配门诊医保基金额度，绝大

部分地区明确“两慢病”医保倾斜政策，落实

差 异 化 报 销 机 制 ；部 分 地 区 减 免 基 层 机 构

“两慢病”就诊起付线，提高慢性病门诊报销

比例。

接过社区医生朱丽英送来的药，湖州南

浔区杨介巷村 57 岁的村民鲁春兰很是激动，

患有高血压近 20 年、糖尿病 12 年，自己没有

收入来源，药品对她而言是笔不小的开支。

“患者因肢体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我们

每月都会上门免费诊疗，为她带来慢性病药

品。”朱丽英说，目前这些慢病药品均已免费，

每月可为她省下 200 多元。

针对南浔区建档立卡的“两慢病”患者，

今年 6 月起，当地探索建立“1+X”免费用药

目录，“1”是《南浔区基层医疗机构“两慢病”

区级基本免费用药目录》，“X”则是各医共体

牵头医院经区审核同意后，增加的免费用药

品种。

记者看到，像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的 18 种

基础类药物均在免费用药目录中，费用由区

财政每年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财政补偿经费

中划定部分补偿经费，专项用于“1+X”免费

用药工作。今年 6 月以来，已服务“两慢病”患

者 11.36 万人次。

温州乐清市磐石镇，这里的养老中心开

在了卫生院里。“目前已有 40 名老人入住，都

有慢性病病史，医养结合模式可以让他们享

受到更便捷的医疗服务。”磐石镇卫生院院长

王孝介绍。该中心也是温州首家卫生院与养

老院联建项目，如今，医共体医生每天都会在

养老中心坐诊，心血管内科等慢病相关科室

的主任团队也会不定期巡诊，为养老中心提

供专业的慢病诊疗和用药指导。

浙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慢病管理提质增效

健康画像精准诊疗 一站门诊方便就医
本报记者 窦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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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①R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基

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围绕方便

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

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

受等 6个方面提出了 10条具体措施。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广泛分布在街道

社区、乡镇村庄，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优化慢病长处方服务、推进村

卫生室门诊医保结算工作、开展门诊延

时服务……目前，各地正在积极落实有

关措施，让广大城乡居民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优质便捷的卫生健康服务。本版今

日起推出“推进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

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编 者

戴上眼镜，躺在沙发上，眼前出

现虚拟场景：自己仿佛在飞跃高山

峡谷，雄鹰不时从身旁掠过，风声呼

呼作响。忽然，一个 360 度的大转

体，让人发出惊呼，倍觉兴奋。

这里的 VR 体验馆不在大城市

的商场里，而是在山西省高平市东

城街街道沟北村，一个普通的农家

小院内。村里到处有墙体彩绘，在

鲜花与彩绘的衬托下，小村平添许

多浪漫味道。

“这几年，我们对村里人居环境

进行了系统提升，发展起特色乡村

旅游产业。这是我们村打造的‘寻

梦小镇’项目，人气一年比一年火

爆。”沟北村村支书申永胜介绍。

近年来，高平市持续学习“千万

工程”经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

进城乡一体融合，发展乡村产业，完

善乡村治理……乡村变得更加生机

勃勃。

原来的沟北村，整个村庄都在

一条大沟里，地势低洼，到处是狭窄

的土路。村民纷纷外出打工，老旧

房屋内杂草丛生。“那时候，只要一

下雨，村里道路就泥泞不堪，许多没

住人的房屋就开始漏水。”申永胜

说，不仅如此，由于村里没有产业，

村集体收入长期为零。

乡 村 蝶 变 ，从 环 境 治 理 开 始 。

近年来，随着高平市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工作的推进，沟北村通过取缔

违建、改厕、建设污水管网等行动，

原来随处可见的旱厕、污水都不见

了 ，村 里 环 境 变 得 越 来 越 整 洁

干净。

在整治提升过程中，高平市推

动水、气、暖以及垃圾、污水、厕所等

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补齐道路、亮

化、绿化、公共服务场所、村容村貌

整治提升等短板，全面开展“星级村”创建，使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有标准、高质量、可持续。

同时，健全完善资金投入、建设、运行、管护等机制，出

台人居环境奖补方案，按照“多干多补、少干少补、早干早

补”的原则进行奖补，充分调动起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2017 年，沟北村确定发展“亲子旅游”的产业定位，与

社会资本合作成立公司，外聘专业设计机构对村容村貌进

行规划，开展各类游玩体验项目。

不伐一棵树，不拆一座房，产业发展让沟北村的村民腰

包逐渐鼓了起来。高平市东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司向荣介

绍，如今沟北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从 2 万元提高到 3 万元，

带动就业岗位超过 100 个。在村里游乐园当保安的脱贫户

李英根，一个月有将近 2000 元的工资收入，对村里的变化

感慨颇多：“现在村里太漂亮了！原来到处都是的小锅炉、

散煤球没有了，取暖做饭用天然气，更安全、更清洁。我在

家门口就能就业，别提多方便了。”

沟北村这样的故事在高平还有许多。在河西镇苏庄

村，几栋新的大礼堂刚刚落成。礼堂外的走廊里，装饰着红

绸红布，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学习“千万工程”经验以来，苏

庄村确定了“喜镇苏庄”的发展品牌，探索出一条“文化赋

能，古村活化”的乡村振兴之路。村集体通过置换、入股或

出租的形式，盘活资源，开发了婚俗博物馆、演出剧场、民宿

酒店等丰富的业态。

在寺庄镇釜山村精品康养片区，虽已经是冬天，但处处

可见绿色。步入一间土黄色的民居小院，清澈的湖水与随

风飘荡的芦苇，构成一幅美丽安宁的田园景观。近年来，村

内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实现道路硬化、供排污一体化、卫生

厕所改造全覆盖，村容村貌整洁优美。釜山村与附近的几

个村打造乡村振兴联合体，走上康养旅游的快车道。

据介绍，围绕“千万工程”，高平市规划重点在太行一号

旅游公路沿线村、丹河沿线村、镇区所在地村、历史文化名

村、人口集聚村等五类村打造 100 个示范村，在示范村带动

下，逐步实现全市 304 个村整体提升。高平市全市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2 年的 8697 元提高到 2022 年的

19652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超 10 万元，让老百姓有活

干、有钱赚，在家门口就能就业。

“‘千万工程’经验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我

们坚持真心实意为民服务，真金白银投向农村，真抓实干打

好基础，让每个老百姓都能感受到家门口的幸福，把政府干

成的事扎扎实实变成老百姓叫好的事。”高平市委书记原

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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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山东省临沂

市郯城县郯城街道新二村蔬

菜种植基地种植的 100 余亩

订单白萝卜喜获丰收，准备

运往订单企业进行加工。近

年来，郯城县积极发展订单

农业、高效农业，促进农业增

效 、农 民 增 收 ，助 力 乡 村

振兴。

图为 11 月 22 日，新二村

蔬菜种植基地，农民在整理

采收的订单白萝卜。

张春雷摄

（影像中国）

订单萝卜

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