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现在条件跟以前大不一样了，来这看病，不仅环境好方便，还有按摩和中医理疗服务。 ”说起河南省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卫

生室的新变化，村民们赞不绝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进紧密型医联体

建设，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兰考县瞄准的就是这条路。

近日，记者走访兰考县仪封镇代庄村卫生室、东坝头镇张庄村卫生室、考城卫生院、南彰卫生院等地，见证这座因焦裕禄精神

闻名的豫东小城，如何以医共体改革为笔书写新时代的民生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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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

乡村医疗新画卷

———实地探访兰考县基层医疗服务改革实践

村卫生室：

村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在仪封镇代庄村卫生室，

70

岁的

村民代大爷躺在诊疗床上， 村医贾立

军正在给他做心电图检查。 一旁的远

程心电设备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现在村里人做个心电图，

10

分钟

就能传到县中心医院， 抢救黄金时间

大大缩短。 ”贾立军告诉记者，卫生室

配备的远程心电设备， 与兰考县中心

医院远程心电中心互联互通， 方便了

患者就诊，节约了就诊时间，提升了救

治成功率。

贾立军介绍， 自从心电图仪互通

后，代庄村卫生室已为

27

名患者提供

了心电图检查服务，

10

例患者及时转

运到兰考县中心医院。 其中一例急性

心梗患者因心电图检查及时， 迅速转

运并开展了手术，成功挽救。

“记得最初的村卫生室，只有三间

简陋陈旧的平房， 墙壁斑驳， 冬冷夏

热。 如今，六室分开，焕然一新，而且紧

邻幸福照料中心， 为村民提供更为方

便的服务。 ” 说起这些年卫生室的变

化，贾立军感慨万千。

记者观察到，卫生室里药柜、诊疗

床、健康宣传栏一应俱全，墙上张贴着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流程图和村民卫生

健康监测分布图。 图上一个个方格代

表着一户户人家， 密密麻麻如古代鱼

鳞图册， 村民的健康状况被详细记录

在上面。

过去， 患者自己找村医沟通病情。

如今，村医们的“战场”早已前移到防

病一线。

“我们家庭医生团队会给村民提供

贴心医疗服务，像头疼脑热看病、慢性

病管理 ，还有健康咨询 、健康宣教 、定

期体检。 ”贾立军说，村民有啥健康问

题都能随时找他们，作为村里的“健康

守门人”，他感到很骄傲。

沿着东坝头镇张庄村委沿幸福路

向南走

200

米， 记者来到了东坝头镇

张庄村卫生室， 村医李海昌背着急救

药箱正好回来， 他刚刚结束了到村民

家的上门服务。

这间面积

140

平方米的卫生室

2024

年开始启用，用李海昌的话说，新

启用的卫生室“离村民们更近了”。

在卫生室里记者看到， 诊断室、治

疗室、观察室、药房、健康教育室、健康

小屋“六室分开”，在室内还配备有诊

断床、按摩椅、中医理疗床、中药柜、观

察床、血压计 、血糖仪、互联互通心电

图机、药品柜、药品阴凉柜等诊断治疗

设备和

120

多种国家基本药物。

“东坝头镇张庄村卫生室承担着本

村常住居民

2400

多人的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和居民签约管理服务， 是村民

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李海昌告诉记

者， 卫生室日常医疗与公卫服务工作

不但得到了本村居民的肯定， 在上级

的绩效考核中也能够名列前茅。

考城卫生院：

从“留住人才”到“家门口的专家号”

在兰考县考城卫生院， 记者看到，

这家成立于

1949

年的乡镇卫生院里

有很多年轻的面孔。

“我是考城镇人，小时候的成长环

境让我知道村里的老百姓看病难。 所

以填报志愿时， 我选择了临床医学专

业。 ”在采访中，“

90

后”外科医生谢昂

陆说。

2016

年从新乡医学院毕业后，谢

昂陆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医疗事业。 如

今，他工作的地点就在家附近。“这里

很多老年患者只会说方言，（我是本地

人）他们沟通起来没有障碍，很方便。 ”

谢昂陆说。

考城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王岩

告诉记者，近年来，对于像谢昂陆这样

的订单生或通过“

369

人才” 特招、特

岗、三支一扶的年轻毕业生，考城卫生

院采取积极落实编制保障、 最低工资

待遇等一系列激励措施， 努力留住这

些宝贵人才。

“我们还鼓励在职职工采取继续教

育、在职培训 、进修学习 、远程医学教

育等方式，提升自身技术水平。 ”王岩

介绍， 目前考城卫生院有医生

60

名，

本 科 以 上 学 历 达

47

人 ， 比 例 达 到

78%

，“老 、中、青 ”人才队伍结构逐步

优化，激发了医院健康发展的活力。

考城镇位于兰考县的最东边，从考

城到县城距离很远， 开车都要一个小

时以上。 王岩回忆说，过去医疗条件不

好，村民们往往会选择去县里看病。

“通过县域医共体帮扶，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 ，兰考县中心医院、中医院、

妇幼保健院正、 副高级专家团队常驻

我院，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挂上专家号

了。 ”王岩说。

作为该院一线医生，谢昂陆感触很

深。“帮扶专家在临床中的教学查房、

疑难病例会诊和诊疗指导， 带动了我

们一批年轻的医生。 ”他说，“去年开展

的腹股沟疝填充式无张力修补术，就

是在医共体总医院外科专家王同宪主任

的技术指导下进行的， 我们的手术室能

经常开展二级手术，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

敢想的。 ”

县医共体专家团队带来了先进理念、

技术和经验，在考城卫生院，县级专家、

医疗骨干“联袂上台”是常有的事。 在他

们的帮扶下， 考城卫生院可常规开展单

侧腹股沟疝、肛瘘、混合痔、肋骨骨折内

固定术等手术种类

20

余种 ， 诊治常见

病、多发病病种数增加到

209

种。

2024

年，考城卫生院成功创建“县域

医疗卫生次中心”后，在满足本乡镇及周

边居民的医疗健康需求的同时， 还担负

起县域内的医疗救治、急诊急救、人才培

训、技术指导和公共卫生示范等职能，成

为连接乡村卫生服务和县级医疗机构的

关键枢纽，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

看得好病”，让基层群众共享医疗体制改

革红利。

南彰卫生院：

从“银针草药”到“医养交响曲”

在兰考县南彰卫生院，记者首先来到

位于大门左侧的中医馆。 刚到二楼，就闻

到一股淡淡的艾草香气萦绕在走廊间。

步入康复科诊室，记者看到，几位村民正

在接受中医理疗和康复训练。

南彰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高旭介

绍，卫生院从

2017

年开始谋划筹建中医

馆，

2021

年获评省级示范中医馆， 面积

600

平方米， 设有中医康复大厅、 治疗

室、中药房、煎药室、中医熏蒸室等，配备

了艾灸床、站立架、中药熏蒸机、中药熏

蒸床、中频治疗仪、红外线治疗仪、颈腰

牵引仪、 脉冲磁治疗仪等十五种治疗仪

器设备。

“目前，中医馆能够开展针灸、推拿、

拔罐、熏蒸、刮痧、艾灸、穴位贴敷等多种

中医适宜技术和特色诊疗项目， 能够满

足群众对中医药服务项目的医疗需求。 ”

高旭说。

记者了解到，在中医馆内，医共体兰

考县第一医院中医科专家长期坐诊，让

群众不出乡镇就可以享受到县级医疗服

务。 同时，为了降低中药材储存损耗，计

划将原中药房配备的中药饮片

335

种 ，

统一由县中医院调配、煎药、配送。

据兰考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王恒介绍， 这得益于兰考县医共体改

革中谋划的中医智慧共享药房建设。

“县中医院与华润公司共建药房，通

过智慧中医药云平台， 为全县所有医疗

机构提供中药煎煮及配送工作， 逐步实

现取药更便捷、 用药更放心、 费用更惠

民、服务更个性、资源更公平 。 ”王恒

表示。

在距离南彰卫生院不远处，记者走访

了南彰镇医养结合中心。 这里过去是南

彰镇敬老院，

2024

年由南彰卫生院接管，

占地面积约

10

亩， 建筑面积

3200

平方

米，开设养老床位

80

张。

高旭告诉记者， 医养结合中心成立

后，重新规划养老区、医疗区和功能室，

并对基础设施进行适老化提升改造 ，从

床柜、座椅、照明、安全设施、卫浴间，到

铺设防滑地板、做防磕碰拐角处理、架设

加宽无障碍扶手等细节， 都做到人性化

考虑。

记者了解到，南彰镇医养结合中心为

老人提供饮食娱乐、 专业护理和医疗服

务，让老人大病可医、小病可疗、无病可

养 。

2024

年，成功创建医养结合实践

样板。

“下一步， 我们将加快提升改造进

度， 为入住老人配备随身健康监测智能

化设备，老人们的起居室、餐厅、卫生间、

功能室、 康复及医疗用房将设置紧急呼

叫装置。 ”高旭说。

县域医共体建设：

乡村医疗的未来之路

近年来， 兰考县认真贯彻落实国家、

省市关于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

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多向施策、精准发力，打出一套医共体改

革“组合拳”，全力推动全县医疗卫生事

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坚持布局优化，组建兰考县医

共体总医院， 由县中心医院为牵头总医

院，县中医院、妇幼保健院、兰考第一医

院和

16

个乡镇（街道）卫生院为成员单

位。 ”王恒告诉记者。

据介绍，依托医共体改革，兰考县医

共体总医院各医疗机构持续推进行政 、

人员、财务、药械、业务、绩效、信息等“七

统一”，让医共体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

各司其职，实现功能定位的“分”、提供医

疗服务的“合”。

同时， 除了推进远程会诊中心服务、

推动大型医疗设备共享、 建成心电影像

检验共享中心外， 还打造四级联动的县

域一体化急救体系。

“县卫健委

120

调度中心统筹全县急

救体系，打造全县‘十五分钟医疗急救服

务圈’， 切实提高全县医疗救治能力，保

障全县群众生命安全。 ”王恒表示。

（李东宝 文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