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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 8年后，重庆市永川区朱沱镇卫生
院产房内，又闻婴儿啼哭声。

2023年 4月，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
院妇科主治医师李云云被选派至朱沱镇卫
生院。半年多时间，卫生院已接产新生儿
13名，改变了此前连续 8年无产妇来院分娩
的境况。“大医院派出好医生到基层，乡亲
们不必舍近求远了。”朱沱镇卫生院院长邬
招强说。

2021年底，重庆市启动卫生人才“县聘

乡用”改革，截至去年底全市累计下派两批
次“县聘乡用”卫生人才 2048 名，其中中级
职称以上人员 1811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乡亲们吃穿不愁
后，最关心的就是医药问题。要加强乡村卫
生体系建设，保障好广大农民群众基本医疗。

中办、国办 2021 年 2 月印发的《关于
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出，加
强县域卫生人才一体化配备和管理，在区
域卫生编制总量内统一配备各类卫生人

才，强化多劳多得、优绩优酬，鼓励实行
“县聘乡用”和“乡聘村用”。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要求，“推广医疗卫生人员‘县管乡
用、乡聘村用’”。

2021 年 12 月，重庆市卫生健康委等
4部门印发《关于开展卫生人才“县聘乡用”

“乡聘村用”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各
区县当年“县聘乡用”人员数量，原则上不
低于当年招聘执业医师类人员总数的 80%。

2023 年 8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举行的

“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主题新
闻发布会指出：“重庆探索‘县聘乡用’，每
年区县级医院，按照新招的执业医师数的
80%，置换出来本院一些成熟的专业人员，
优先安排中级以上的人员到基层去服务，
这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制度化的安排。”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通过
深化“县聘乡用”“乡聘村用”改革，提升了
基层诊疗能力，全市农村地区患者首次就
诊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比例接近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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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待遇有保障，晋升职
称有加分，让卫生人才愿意
下、下得去

自 从 拔 山 中 心 卫 生 院 建 起 了 血 液 透 析 室

并由忠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负责，拔山镇附近

的 肾 病 患 者 张 全 秀 不 用 每 周 3 次 往 返 忠 县 县

城了。

拔山镇位于三峡库区腹地，距离忠县、丰都、

垫江等周边县城的距离均在 40 公里以上，沿途

丘陵起伏，交通不便。

此前 7 年多，张全秀每周都要往忠县人民医

院跑 3 趟，“天不亮就出门，老公骑着摩托车陪我

上县城”。来回约百公里山路，不仅饱受奔波之

苦，还增加了交通、餐饮等额外支出。

拔 山 中 心 卫 生 院 辐 射 的 服 务 人 群 中 有

100 多 名 肾 病 患 者 需 要 透 析 ，此 前 卫 生 院 并 不

具 备 治 疗 条 件 。 为 解 决 患 者 的 现 实 困 难 ，在

县 里 支 持 下 ，拔 山 中 心 卫 生 院 开 设 了 血 透

室 。“ 设 备 ，有 了 经 费 就 能 采 购 。 但 具 有 血 透

资 质 和 临 床 经 验 的 医 生 ，却 不 是 单 靠 投 入 经

费 就 能 聘 来 的 。”拔 山 中 心 卫 生 院 院 长 陈 世 健

以往没少发愁。

“聘人难、留不住”，是长期以来困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的难题。陈世健以血透室举例说，透析

治疗对医生的业务素质要求较高，通常需要 3到 5
年的临床实践才能单独值班。陈世健担任拔山中

心卫生院院长 6年来，曾有 6名临床经验相对成熟

的医生因家庭等因素离职。家门口的卫生院服务

能力较弱，求医问诊的基层群众只得舍近求远。

为破解基层医疗“人才荒”，“县聘乡用”应时

而生。

何为“县聘乡用”？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党委

书记、主任张维斌解释：即区县人民医院、中医

院、妇幼保健院等区县级医疗机构新招聘执业

医师类人员，5 年内必须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 服 务 中 心 等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工 作 至 少 一

年；无基层工作经历的中级职称执业医师类人

员，在申请副高职称前必须到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工作一年。

从忠县人民医院血液透析中心下派到拔山

中心卫生院，主治医师何芳是主动报名的，“许多

科室的主治医师们积极性都挺高。去乡镇服务

一年，我也算‘竞争上岗’。”

开展“县聘乡用”改革，怎样让区县卫生人才

愿意下、下得去？

首先，改革接轨相关规定。重庆市卫生健康

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副处长董江黎介绍，《中华人

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要求，执

业医师晋升为副高级技术职称的，应当有累计一

年以上在县级以下或者对口支援的医疗卫生机

构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经历。“我们因势利导、顺

势而为，把‘县聘乡用’一年服务期视作医务人员

的基层工作经历，使之成为职称晋升的必要门

槛，得到区县级医疗机构人员的积极响应。”

其次，变更绩效工资发放渠道。“‘县聘乡用’

人员在基层工作一年期间，原单位只发放基础工

资并缴存‘五险一金’，不再发放绩效工资。”董江

黎说，区县人社、财政部门将全体“县聘乡用”人

员作为一个“虚拟单位”，以不低于区县级医疗机

构平均水平的标准，单独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再

由区县卫生健康部门依据人员绩效考核结果发

放给个人。“如此一来，解决了以往派出医院出人

又出钱、积极性不高的问题，让‘县聘乡用’人员

能沉下心来服务基层。”

派出单位不发绩效工资了，这笔钱由谁来

出 ？ 答 案 是 另 一 项 创 新 ：近 年 来 ，重 庆 市 探 索

以“ 区 县 级 医 疗 机 构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和 区

县 财 政 各 筹 资 一 部 分 ”的 方 式 建 立 资 金 池 ，化

零 为 整 、统 筹 管 理 ，集 中 力 量 办 大 事 。 这 项 改

革 从 区 县 试 点 到 全 市 推 广 ，相 关 制 度 业 已 成

熟。“目前，‘县聘乡用’人员绩效工资支出已纳

入 资 金 池 保 障 范 围 。”忠 县 医 院 管 理 中 心 副 主

任殷小凡介绍。

“薪资待遇有保障，晋升职称有加分，为下

派医生解除了后顾之忧。”何芳 2023 年 8 月下派

至拔山中心卫生院后，很快就成了血透室的骨

干医生。

前不久，年过七旬的患者张孝荣在拔山中心

卫生院透析时突然发病，大汗淋漓、心率上升。

何芳临危不乱，为张孝荣降低透析流量、身体调

整至头低脚高状态……一套应急措施操作完成

后，张孝荣的各项体征很快恢复平稳。

“有了好医生，在镇里就能看病，报销比例还

高，节约开支。”张全秀说，起初不少患者对拔山

中心卫生院透析治疗水平不了解，如今纷纷从县

医院转回来。她还粗略算了笔账：每人每年节省

交通费、生活费接近 6000 元。

“点对点”精准输送，实打
实选优配强，近九成下派人员
为中级及以上职称

县级人才下派基层，既要对口满足接收医院

需求，又要保证派出医院正常运转。派什么人、

派多少人？需要统筹调配，明确标准。

重庆市永川区下辖 20 多个乡镇街道，过去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大都侧重基本公共卫生和普

通内科服务，只有 7 家具备全麻手术能力。“乡

镇卫生院缺乏有经验的麻醉医师，限制了许多

科室发展，一度连胃镜都做不了。”朱沱镇卫生

院院长邬招强说，“县聘乡用”改革启动后，他向

永 川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上 报 人 员 需 求 时 ，“ 第 一 志

愿”就是麻醉专业。

“点对点”精准输送，实打实选优配强。永川

区卫生健康委通过统筹调配，将重庆医科大学附

属永川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下派到朱沱镇卫生

院，带动当地实现“零的突破”。

基层所盼，改革所向。重庆明确了“县聘乡

用”人员选派标准，实行精准匹配。相关指导意

见提出，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每年年初向区县卫

生健康部门上报“县聘乡用”人员需求，由区县卫

生健康部门根据区县级医疗机构每年实际招聘

的执业医师类人员情况，统筹调配使用。

“我们实行‘骨干优先’原则，由区县医疗机构

按不低于当年新招执业医师人数 80%的比例，优

先选派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重庆市卫生健康委

基层卫生健康处二级调研员李春明介绍，截至

2023 年底，全市累计下派两批次“县聘乡用”卫生

人才 2048名，其中中级职称以上人员达 1811名。

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有了区县骨干医师坐

诊，乡亲们真切感受到身边的变化。此前，由于

孕产妇管理服务能力弱化，朱沱镇卫生院妇产科

自 2015 年起已连续 8 年未接收产妇分娩，只能提

供基本卫生服务。去年 6 月底，29 岁的二胎妈妈

杨洋突然羊水破裂，家属就近将她送到朱沱镇卫

生院时，已来不及往上级医院转诊。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永川医院下派的妇科主治医师李云云采

取紧急措施，两个小时后，杨洋顺利分娩了一名

男婴，母子平安。

“我有助产士资格证，能应对这样的突发情

况。”李云云拥有 6 年多的产科经验，能熟练开展

宫腔镜、腹腔镜等十几类检查和诊疗。这次接

产，让朱沱镇卫生院妇产科重获群众信赖，“放心

在镇上生娃儿，送个汤汤水水也方便”。半年多

时间，这里已接产 13 名新生儿。

围绕基层群众急切需要，李云云手把手带

教的 4 名乡镇医生，如今均能独立开展应用广

泛的宫腔镜检查和诊疗。“县聘乡用”期间，李云

云还挂职朱沱镇卫生院业务副院长，在基层“墩

苗”中锻炼成长。

用好绩效“指挥棒”，树起
干事“风向标”，干得好不好由
基层机构评价

渝北区龙兴中心卫生院门前摆着数张“县

聘乡用专家简介”展板，与其他医护人员佩戴蓝

色胸牌不同，龙兴中心卫生院院长陈德惠特意

给“县聘乡用”人员统一制作了粉色胸牌，“这是

我们的招牌，要格外突出。”

陈德惠的“郑重其事”，其来有自：渝北区妇

幼保健院儿科主任、主治医师王莹下沉到龙兴

中心卫生院短短 4 个月，卫生院儿科门诊就诊

患者即突破了 6000 人次，而往年同期仅有 400
人次左右。

“人才下得来，骨干是个宝，起不起效果，关

键看是否用得好。”对比“县聘乡用”改革和自己

以往的下乡帮扶经历，忠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黄

波不禁感慨。

黄 波 回 忆 说 ，10 多 年 前 ，他 曾 下 乡 帮 扶 一

家 乡 镇 卫 生 院 ，每 周 去 两 天 。 虽 然 自 己 没 少

付 出 ，但 黄 波 仍 对 当 年 相 对 缺 乏 激 励 约 束 机

制 的 弊 端 感 触 颇 深 ，“ 我 当 时 是 县 医 院 急 诊 科

的 医 生 ，下 乡 帮 扶 期 间 ，县 医 院 和 卫 生 院 得 两

头 跑 ，绩 效 工 资 考 核 则 只 与 县 医 院 的 工 作 挂

钩 。 对 乡 镇 卫 生 院 的 帮 扶 ，激 励 和 约 束 措 施

都 不 够 。 长 远 来 看 ，下 派 人 员 的 积 极 性 、主 动

性如何保证？”

破解工作中的痛点、难点，重庆“县聘乡用”

改革细化了考核办法，确保下派人员人尽其才、

实干有为——

首先，“蜡烛不能两头点”。重庆市卫生健康

委明确，区县医疗机构派出人员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工作期间，区县卫生健康部门将暂停其在原

单位的处方权，并将处方权和医保医师信息同步

调整至下派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从源头上规避

了派出人员“虚挂”问题。

其次，重庆市卫生健康委进一步明确了“谁

来考核”和考核结果的具体运用。《关于开展卫

生人才“县聘乡用”“乡聘村用”工作的指导意

见》提出，区县卫生健康部门对“县聘乡用”人员

制定专门的绩效考核办法，“县聘乡用”人员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期间，由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负责对其进行绩效考核，考核结果与绩效

工资分配挂钩。

“这就意味着，干得好不好，由基层医疗卫

生 机 构 评 价 。”渝 北 区 卫 生 健 康 委 医 政 科 副 科

长 林 绍 芬 说 ，“ 用 好 绩 效‘ 指 挥 棒 ’，树 起 干 事

‘风向标’。”

翻开龙兴中心卫生院“县聘乡用”月度考核表，

针对儿科、消化科等不同专业下派人员，分门别类制

定了细化标准：诊疗患者、带教培训、优化科室举措、

疑难病例讨论……因岗定责、赋分定量，引导“县聘

乡用”人员切实发挥作用。

渝北区卫生健康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县聘乡

用”工作开展以来，全区下派人员累计服务门急诊

14.1万余人次、住院患者 1万余人次，开展技术培训

1100多次，填补基层临床技术空白 166项，帮助基层

从无到有建立专科门诊 4个。

结对“传帮带”，“输血”又
“造血”，为乡镇培养了一支不
走的专业医疗队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既便利居民看病，也带

动基层医疗队伍发展。

拔山中心卫生院血透室医生何忠泽，是何芳

结对“传帮带”的对象。“‘县聘乡用’人员吃住在

乡镇，工作在基层，每天面对面、手把手现场教

学，让我们提高很快、底气更足。”何忠泽谈起自

己的收获时感触颇深。眼见何忠泽具备了单独

值班的能力，患者万元华竖起大拇指：“‘大何带

小何’，老乡们信得过。”

“师带徒”，更带团队。以前，龙兴中心卫生

院 3 岁以下的婴幼儿接诊率很低，为啥？处方开

出来，护理不敢收——缺经验，经常两三针扎不

进头皮。王莹找到症结，请来区妇幼保健院的同

事给护士们培训，如今已有 6 人掌握了婴幼儿头

皮静脉穿刺技术。“我家两个娃儿，过去哪怕吊个

水，都要上妇幼保健院或者儿童医院。”龙兴镇居

民汤媛媛说，如今再也不用跑远路了。

接茬下派、持续发力，留住的不仅是技术。

朱沱镇卫生院曾经连胃镜检查都做不了，眼

下开始谋划建设“大外科”，这首先得益于全麻手

术能力的从无到有：来自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

医院麻醉科的主治医师杨柳，是该院连续第二批

下派朱沱镇对口麻醉专业的“县聘乡用”人员，持

续帮助基层消除技术盲点。

与杨柳同批下派的，还有同院的骨科医生何

超，他现在的另一个身份是：朱沱镇卫生院外科

主任。

作 为 科 室 管 理 者 ，何 超 肩 负 的 任 务 已 超

出 单 纯 的 技 术 层 面 ：“ 随 着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麻 醉 技 术 、院 感 控 制 、护 理 水 平 的 系 统 性 提

升 ，我 们 考 虑 从 当 地 群 众 需 求 出 发 ，长 期 规

划 、合 理 匹 配 下 派 人 员 的 专 业 方 向 ，加 强 多 病

种 学 科 的 支 撑 能 力 ，将 乡 镇 卫 生 院 的 大 外 科

逐步建立起来。”

“县聘乡用”起步良好、持续发力，还需建立长

效机制。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潘建波说：“各

地在推进‘县聘乡用’工作中，普遍能够精准匹配

基层需要，针对痛点有的放矢，同时注重专业人员

选派的延续性，避免‘专家走了、业务断了’。”

目前，重庆市下派的两批“县聘乡用”人员，

已带动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建特色科室 152
个。2023 年，重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全

市总诊疗量的比例为 56.3%。

“结对‘传帮带’，‘输血’又‘造血’，为乡镇培

养了一支不走的专业医疗队。”潘建波说，重庆将

持续深化“县聘乡用”改革，继续推进中高级职称

医务人员下沉基层，让广大群众在家附近就能享

有优质医疗服务。

图图①①：：忠县拔山中心卫生院忠县拔山中心卫生院““县聘乡用县聘乡用””医生医生

何芳何芳（（右右））与当地医生何忠泽在血液透析室工作与当地医生何忠泽在血液透析室工作。。

图图②②：：渝北区龙兴中心卫生院渝北区龙兴中心卫生院““县聘乡用县聘乡用””医医

生生（（左左））指导当地医生为患者做检查指导当地医生为患者做检查。。

图图③③：：永川区朱沱镇卫生院永川区朱沱镇卫生院““县聘乡用县聘乡用””医生医生

杨柳杨柳（（左左））为当地医生讲解业务为当地医生讲解业务。。

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姜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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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累计下派2000余名区县卫生人才到乡镇、社区服务，近八成乡村患者首次就诊选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卫生人才“县聘乡用”，让基层群众就近享有优质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姜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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