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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医疗资源的下沉，真真切切激活

了基层医疗机构，方便了百姓看病就医。”行

走海南数日，这是基层村医们不约而同的

感受。

近年来，海南实施省属三级公立医院下

沉帮扶市县医院行动计划、启动基于 5G 物

联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升工程、打造智

慧医疗特色项目，实现优质医疗资源高效有

序下沉，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条件。

2023 年海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

量为 1503 万人次，较 2022 年增加了 115 万人

次，增幅 8.29%……目前，海南基层患者越来

越多选择在基层医疗机构看病就医，分级诊

疗体系正逐步趋于完善。

上级医院托管
优化技术流程

“进行伤口止血，实时观察患者情况。”

在海南省人民医院定安分院消化内分泌科

手术室内，一台食管胃底静脉出血修复手术

正在紧张进行。主刀医生林家达冷静地指

挥着各项环节，经过紧急处置，患者脱离生

命危险。该患者就诊当日医院便紧急安排

手术。可在一年前，定安全县还无法处理类

似的紧急情况，患者必须前往海口进行救

治。这样的转变得益于省属三级公立医院

优质医疗资源的有效下沉。

手术过程中，来自海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

科的医生王昌高全程观察操作情况，不时给出

专业指导意见。去年 3月，王昌高与其他 24名

专家来到定安县人民医院开展医疗资源下沉

托管帮扶，成为消化内分泌科室负责人。

海南曾开展过三甲医院专家技术帮扶

项目，但实施效果欠佳，究其原因，医生在完

成本院医疗任务的基础之上，需要利用周末

时间来到基层医院开展诊疗、手术。“经常是

周末来基层半天，做两台手术就要赶回海

口。”王昌高坦言，这种情况下很难有传授医

术和管理科室的时间精力，当地医疗水平并

未得到有效提升。

“王主任与我们同吃同住，还给我们带

来很多新项目。”据了解，托管模式打破过去

“蜻蜓点水”式的技术帮扶，专家需要全程参

与医疗流程和人才队伍培养，科室负责人需

要重新整合科室资源，制定发展方案，全方

位提升诊疗水平。消化内分泌科过去的业

务仅限于胃肠镜检测，从未开展过临床手术

项目。医院借助“师带徒”形式，将林家达列

为重点培养对象。经过临床学习、锻炼，林

家达已经掌握穿孔修复、支架植入、内壁下

治疗等医疗技术。与此同时，科室还输送 1
名业务骨干前往海南省人民医院脱产学习

半年，力争为本地培养更多医疗人才。

“医疗资源下沉并非单单体现在医疗技术

上，更反映在医院运营管理能力的提升。”同属

医疗托管专家团队，现在担任海南省人民医院

定安分院院长的吴涛说，托管以来全院梳理各

部门职责，制定完善院内制度，规范财务审批

流程，为医院医疗业务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

障。自托管以来海南省人民医院定安分院手

术量增长 40%，内镜检查量增长 28%。

自 2023 年 11 月起，海南省将 16 个市县

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 3 个片区，分别由 3
家省属三级公立医院原则上采取托管的形

式对口帮扶所负责片区的市县综合医院。

海口市、三亚市、儋州市通过引进省外优质

医疗资源、加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等方式提

升市级医院服务能力。

搭建 5G 平台
开展远程医疗

清晨时分，文昌市东路镇葫芦村卫生室

门前已经有不少村民在排队等待就医了。

屋内配有治疗病床、理疗仪器、简易药房等

基础医疗设施，不大的空间被布置得井井有

条，简单整洁。

一 个 乡 村 卫 生 室 大 清 早 为 何 如 此 忙

碌？“在这里看病不仅方便而且很放心。”这

是在场群众对葫芦村卫生室的一致评价。

村医符永权告诉记者，在这间小小的诊室内

不仅可以进行基础身体检查，还可以开展静

动态心电图、血糖、尿常规、血脂、胎心监测

等检查。

“5G 远程诊疗体系激活了基层卫生室，

让老百姓愿意来村里看病了。”一台 A4 纸大

小的智能设备摆放在符永权办公桌上，这是

海南省为全省基层卫生室统一配备的多功

能医疗一体机终端，具备全科医生培训、人

工智能辅助诊断等功能，可为每位患者建立

健康档案，方便长期管理调取。一体机终端

的应用是 5G 技术赋能海南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诊疗和急诊救治能力的一个缩影。

检查项目的增加也对基层卫生人员诊疗

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保证第一时间出具检

查报告并得到诊疗反馈尤为关键。“心电图已

经传给市医院了，稍等一下就好。”符永权边

点鼠标边说。自从前些年手术之后，患者陈

华杰需要定期复查。村卫生室不具备诊断能

力之前，他需要驱车前往文昌市人民医院，路

上的时间就需要两个小时，这还不包含预约

挂号、检查、等待的时间，十分不便。

“疑似危急病例，请注意！”文昌市人民

医院心电图室正在播报预警通知，基于 AI
算法的心电自动分析系统筛查出高危病例，

值班医生曾维相立即拨通了符永权的电话

询问陈华杰手术情况，经过确认之后诊断为

陈旧性病灶特征，线上出具报告传回葫芦村

卫生室。

“村医通过一体机自带心电设备检查之

后，如果发现异常，可以通过 5G 远程诊疗体

系将检查报告发送至乡镇卫生院，如遇无法

处理的情况会将报告上报至市人民医院进

行诊断，有效激活基层医疗资源，让市县级

医院、省级医院诊断能力通过 5G 技术下沉

至基层医疗机构。”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

卫生健康处处长李维华告诉记者，海南省已

将卫生室开展的多项 5G 远程医疗服务纳入

医保报销范围，为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提供政

策保障和支撑。

测血压免费、常规心电图 7.2 元、葡萄糖

测定 6 元……实惠便民的医疗服务项目让村

卫生室不再单是村民治病拿药的地方，更成

为村民维护日常健康的重要途径。5G 远程

诊疗体系的覆盖让基层“治未病”成为可能。

畅通转诊渠道
建设救治体系

海南神州半岛位于万宁市南部，是著名

的旅游风景区，每年冬季都会有 1.5 万人来

此避寒，同时增加了医疗资源需求。加之当

地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如遇紧急情况，必须

通过救护车转运到万宁市人民医院进行急

救处理。如何缩短急救人员抵达时间、畅通

急救绿色通道成为做好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工作的主要课题。

不久前，家住神州半岛 9 号院 11 栋的李

奶奶拨通了万宁市急救中心的电话，“我觉

得胸特别闷，快喘不上气来了。”急救中心迅

速联系位于神州半岛上的东澳镇急救站，7
分钟后，急救人员抵达家中给李奶奶进行静

态心电图检测并建立静脉通道。

急救人员将李奶奶转移到救护车内，通

过 5G 远程医疗系统，救护车上的实时画面

被传送至万宁市人民医院急救指挥大厅屏

幕上。“马上给患者进行基本生命体征检测，

问一下患者目前感受。”万宁市人民医院急

救科主任蔡强文通过大屏幕了解到患者生

命体征状况，车辆实时位置，“初步判断为急

性心肌梗死，立即给患者服用药物。”远程救

治的同时，蔡强文启动急救绿色通道，3 分钟

后心内科主任到达急诊科抢救室，院区医护

人员已经在门口就位，等待车辆驶入。

争分夺秒，救护车抵达万宁市人民医院

急诊室。经过一个多小时心脏介入手术，李

奶奶终于转危为安，术后一周顺利出院。过

去，如果遇到急救情况，救护车均需要从市

人民医院出发，抵达时间较长，路途中专家

也无法实时了解患者情况做出诊断治疗。

“利用 5G 远程诊疗平台，共享急诊急救

调度信息数据，对患者生命体征、位置信息

及现场实施救治图像实况直播，我们组织专

家远程会诊，指导随车医护人员开展救治。”

万宁市人民医院院长陈松介绍。

胎心监护、眼底筛查、影像检查、超声检

查……在海南，正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专业诊

疗项目借助 5G+AI 辅助技术下沉到乡镇，应

用场景涵盖 5G 远程诊疗、5G 远程监护、5G
智慧急救、5G 智慧医院等多个方面。

“通过 5G 智慧医疗项目，助推优质医疗

资源合理有序下沉并向群众身边延伸，有效

提升了全省基层医疗诊治能力和急救能力，

缓解了社会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让

老 百 姓 在 家 门 口 就 能 获 得 更 好 的 医 疗 服

务。”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主任周长强说。

海南推动医疗资源合理有效下沉—

完善分级诊疗 方便患者就医
本报记者 白光迪 曹文轩

本版责编：商 旸 白真智 徐 阳

无影灯照亮了手术台。身着绿色手术服，吴巨刚、韩甫和一

名助手开始进行腹腔镜胃癌根治术。这次手术，吴巨刚站在了

辅助的位置，看着韩甫跟助手熟练操作着腹腔镜。

吴巨刚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以下

简称“上海九院”）普外科，韩甫则是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

治县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医生。2022 年 7 月，来自上海的 5 名

医生组成帮扶医疗队，进驻澜沧县第一人民医院。在医疗队帮

扶下，韩甫和同事们的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帮助提升县域医疗水平，助力实现‘大病不出县’，是我们的

责任所在。”帮扶医疗队队长、澜沧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刘菲说。

帮扶医疗队改变的，除了医院的硬件条件和技术水平，还有

医生们的理念。帮扶医疗队在急诊科建立起科室集体学习制度：

每天交接班后利用 10 分钟学一个知识点；每周一节晚课，系统学

习急诊医学科理论知识……上海九院急诊科主任葛奎说，这么做

是想通过理论结合实践，培养大家的诊疗思维和学习意识。

现在，急诊科主任徐华都会给来到急诊科的患者递上一张

名片，上面印着她的电话和微信二维码。“方便有事随时联系，我

们要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徐华说。

上海赴云南帮扶医疗队——

助力提升县域医疗水平
本报记者 张 驰

寒冬腊月，鲁西北平原，张洪华骑着电动车，穿行在小路

上。张洪华是山东省禹城市辛店镇沙河辛村党支部书记，他还

有一个身份——四级“田林长”。

“过去巡田，全靠两条腿，巡一遍田怎么也得大半天。到了

秋季，玉米秆子比人高，有些地方根本看不到。”张洪华说，现在

只要打开手机，自然资源智慧监测监管平台系统显示耕地、林地

地图，地里稍微有点动静，预警信息就“滴滴滴”来了，情况发生

在哪儿，看得一清二楚。

目前，禹城市 2581 名像张洪华一样的“田林长”，配备了自

然资源智慧监测监管平台系统。系统在全市架设了 65 处视频

监控点，24 小时自动巡查、自动识别、自动预警。“这个平台已经

实现市、镇、村三级屏幕联动，共享‘一张图’数据。”禹城市自然

资源局局长聂立波介绍，数字赋能让耕地保护有了“千里眼”，

2021 年至今，禹城市新增耕地面积 2.3 万亩。

来到村南地头，张洪华指指脚下的土地，这里曾是 1700 多

亩滩地洼地。禹城市采取整平复垦、配套水利设施、增施有机肥

等措施，将洼地变成了良田。

山东省禹城市——

加大耕地保护监测力度
本报记者 王 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