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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服务更加温暖有力 “微改革”提升就医幸福感

“没想到，周二手术，周四就出院了！”
昨日，在市中心医院“一站式”住院服务中
心，患者李先生感慨地说。

“以往患者办理入出院手续，需要反
复排队、来回奔波，等待手术时间也长。”
该服务中心护士长王春又说，“实施‘一站
式’服务后，大大缩短了患者等待时间，减
轻了负担，提高了床位周转率。”

会诊转诊一站式服务、院内智能导航
服务、门诊医技检查 24小时内完成……近
年来，聚焦群众看病就医过程中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我市推行“便民就医少跑
腿”“便民就医优流程”系列举措，以“微改
革”推动服务质量和行业作风双提升。

针对就医难点、痛点，我市全面推进
日间手术服务，成立日间手术管理质量控
制中心，开展日间手术病种 418 个、术式
804个，去年累计开展 4.6万例，占择期手
术总数的18.1%。

目前，全市70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实
施“门诊综合服务一站式”，42家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推行“入院服务一站式”，57家二
级以上西医医疗机构全部接入“河南省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开展“检验结果线
上互认”；37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展“日
间（手术）医疗服务”，42家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入驻“豫健护理到家”服务平台，开展

“互联网+护理服务”。
“这几天感觉怎么样？药有没有按时

按量吃？”日前，在二七区苇岸人家小区张
大爷家中，冯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
生陈慧琳一边对卧床的老人嘘寒问暖，一
边按规定逐项为他进行家庭巡诊。

作为全省首批试点城市，去年9月，我
市率先启动“家庭病床”服务。截至目前，
全市开展“家庭病床”服务定点机构 207
家，累计建床 1311张，有效节约了医保资
源，减轻了患者的负担。

为让“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我
市实施“智慧健康”工程，医疗健康信息实
现互通共享，开展预约挂号、诊间支付、床
旁结算等服务，以及电子健康卡、医疗地
图等多项应用惠及群众，群众看病就医更
便捷、更省心。

加强数据共享与整合，建立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目前，已对接45家二级及以上
医疗机构，实名居民健康档案覆盖1110余
万人，累计归集数据 96.17 亿条，其中，诊
疗 42.70 亿条，公卫 1.90 亿条，其他数据
51.57 亿条，全部实现市域内二级以上医
疗卫生机构检查检验结果的共享互查，37
家完成与省平台对接开展线上互认工
作。建成远程诊疗中心23个，累计开展远
程诊疗千万余例。

以需求为牵引，探索创新健康医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健康领域应
用。市儿童医院基于大模型的智能诊疗
平台，为超过 30万名患者提供了个性化
服务。市中心医院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
智能推荐机制，使得医生在签署医嘱时，
能够获得疑似诊断、治疗方案智能推
荐。市中心医院的智能线上线下融合互
联网医疗的构建和应用、郑州人民医院
的医院信息系统数据资产分类分级方法
实践被国家卫健委评选为数字健康典型
案例。

站在新起点，踏上新征程。市卫健委
党组书记、主任李卫林表示，今后，我市将
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引，按照
国家、省深化医改安排部署，聚焦优质资
源下沉、基层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改革任
务，探索创新、真抓实干，加快推动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护佑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郑州力量。

本报记者 汪辉

“瞧瞧，这电影演得可真形象，我以后
真的要少吃油炸的东西了。”“可不是，看
了这电影，想控制血糖，我的主食还真得
控制。”……

这是发生在高新区枫杨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开展的“金秋送健康，家医在行动”
大型义诊活动中的一幕。

为给辖区居民带来全方位的健康保
障，该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用一台投影
仪搭建了一个小剧场，面对面科普健康知
识，手把手传授急救技能，还穿插了“我问
你答”有奖竞答和义诊活动，受到广大辖
区群众的欢迎。

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零距离”的
暖心举措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在
传递健康知识的同时，让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潜移默化走进
千家万户。

近年来，我市坚持综合防控，持续完
善疾控体系，织牢织密基层公共卫生网
底，“政府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覆盖
市、县（区）、乡（镇）、村（社区）四级医疗卫

生机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逐步形成，公
共卫生服务保障更加温暖有力。

深化疾控机构改革，加快推动基层疾
控机构标准化建设，11个区县（市）疾控中
心完成达标建设。建成病原微生物 P2实
验室，加快基层疾控实验室标准化建设步
伐。扎实推进医疗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中
心、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中心和检验检测中
心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建设。

完善多渠道传染病监测预警机制。
目前，市级传染病监测预警中心及 16个
区县（市）（包括港区）监测预警中心已全
部完成建设，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监测和预警系统不断完善，多渠道、
智慧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机制逐步健
全。建设适应后疫情时代的应急队伍，市
级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 1支，区县（市）
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14支。

以“健康郑州”行动为依托，构建全方
位疾病防控网络。截至目前，健康城市全
国首批试点；全市农村普及双翁漏斗式卫
生厕所被赞誉为“厕所革命”在全国推

广。中牟县、新郑市、荥阳市成功创建国
家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巩义市、上
街区、登封市、惠济区、新密市、中原区、金
水区等7个区县（市）成功创建省级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数量居全省第一。
全市所有区县（市）均达到国家消除碘缺
乏病标准；117个氟病村全部完成降氟改
水工程；新密、中牟、登封、荥阳、新郑、二
七、巩义、上街、惠济等 9个区县（市）成功
创建河南省地方病防控规范化县。在全
市建立了 35个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点、
144家筛查实验室、231家快速检测点、12
个监测哨点。国家扩大免疫规划疫苗接
种率多年保持在 90%以上，从 1991 年至
今，连续 33年无脊髓灰质炎野病毒病例，
以麻疹为代表的疫苗针对传染病发病率
降至历史较低水平。

同时，全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均设置
疾控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均设立公共卫生科；设置网络直报点 358
个，实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全市
覆盖。

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枚银针联通中
西、一缕药香跨越古今。

今年2月 27日，全省中医药强省建设大
会在我市召开，吹响了我市在中医药高质量
发展上走在前、担使命、起高峰的号角。

4月 12日，首届郑州岐黄·中医药
发展大会、河南省中医药科学院理事会
成立大会，按下我市中医药发展的“快
进键”。

7月 6日，在市卫健委主办、市中医
院承办的“中原岐黄高端论坛（第四
期）”上，仝小林名中医学术传承工作室
正式揭牌。

…………
回望历史，作为岐黄文化发祥圣

地、《黄帝内经》思想理论形成地、中华
医祖岐伯的第二故乡，我市中医药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药材资源丰富，在我国
中医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赓续文脉。多年来，我市以传承为根

基、以创新为动力，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将
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在建章立制、产业培育、人才培养等方面采
取硬核举措，推动中医药强市建设形成浓厚
氛围、呈现良好态势。

在基层中医药网底建设上，遵循“市联
县、县带乡、乡管村”原则，组建中医医联体5
家、县域中医医共体 4家。建成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中医馆 227家，确定中医阁建设单位
300 家，实现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馆全覆盖。通过持续开展基层中医
药人才适宜技术培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乡镇卫生院至少能够规范开展6类 10项、社
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至少能够规范开

展4类 6项中医药适宜技术。目前已累计培
训2510人次。

在建立健全全市治未病网络体系方面，
全市二级以上中医医院设置“治未病科”25
家；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脊柱侧弯、肥胖等
中医适宜技术防治试点，推动中医药防控技
术、中医传统体育项目进校园、进课堂、进家
庭等。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中的作用，根据辖区老年人的医养结合服务
需求，设置不同类别的中医药服务包。为老
人提供家庭用药和康复指导、中医药保健指
导等服务。

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中医中药进
万家”活动及中医药健康集市，设置专家义
诊、中医特色项目体验等内容，让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中医药特色服务。

2023 年，我市成功获批国家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2024 年，入选
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目前，全
市引进中医药领域院士、国医大师等高层次
人才 10 名，遴选确定中医药骨干人才 100
名、青苗人才 200名、中医药特色康复骨干
人才培养对象 667名。国家医学中心（中医
类）正式获批，在建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
中心 1个、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培
育单位）6 个，国家临床（中医）重点专科 7
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 14个，国家中医优势
专科4个。

为了让更多的人民群众享受到医改发展
成果，针对妇女儿童、困难人群以及老年人等
重点人群健康，我市精准施策，全方位呵护群

众全生命周期健康。
七十五年来，我市始终高度重视妇

女儿童事业发展，妇女儿童健康状况得
到极大改善。着力实施妇幼健康工
程，积极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

健康服务能力标准化建设，儿童保
健和妇女保健服务，新生儿筛

查、“两癌”筛查等。
数据显示，目前，全市 7

岁以下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覆盖率达
90%。试点开展儿童孤独症筛查干预项目，
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进适龄女孩HPV
疫苗接种工作。高度重视新生儿筛查、“两
癌”筛查等民生实事，近三年，累计完成免费
新生儿两病筛查约28万例，免费新生儿听力
筛查约 28万例，免费新生儿 35种遗传代谢
病筛查约25万例，免费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
约 25万例，免费产前超声筛查约 27万例，免
费产前血清学筛查约20万例，免费产前诊断
约 7583例，免费宫颈癌筛查约 15万例，免费
乳腺癌筛查约15万例。

针对“银发族”，我市加快建设老年健康
服务体系，持续推进“市县乡村”四级老年健
康服务管理平台建设，建成市级老年健康指
导中心 1 家、区县级老年健康管理中心 15
家、乡级老年健康服务中心 30家、村级老年
健康服务站 48 家，建立老人健康档案数据
44606人。积极探索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
务试点，全市医养结合机构达 47家，设置医
疗床位 3677张、养老床位 8645张。持续推
进安宁疗护试点建设，建设安宁疗护中心 65
家、床位1200张，实现区县（市）全覆盖，安宁
疗护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中医药事业跃上新台阶

“健康郑州”建设提质提效

“孩子腿摔着了，本想到北京看，可一直挂不上
号，听说张主任在郑州坐诊，我们就赶过来了。”日
前，在郑州市中心医院一楼知名专家门诊 8诊室，
一位来自山西晋城的患者家属激动地说。

这位家属所说的张主任，是北京积水潭医院郑
州医院运动医学科执行主任、北京积水潭医院运动
损伤科主任医师张晋。“在郑州手术跟在北京没有
区别，都是同质化医疗服务。”张晋说，“目前，我接诊
的患者，不仅有河南的，更有不少周边省份的，甚至
连黑龙江、新疆等地区的患者都坐飞机前来就诊。”

2023 年 7月，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正式获批，这不仅让河南骨
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极大
地改善了就医体验，也让不少省外患者受益。

目前，我市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多点开花。
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增加新业务、新技术

348 项，获批科研立项 466 项，其中，省部级以上
141项；国家创伤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填
补空白技术 23项，其中，填补国内空白 1项、省内
空白 6项。2个省级医学中心、7个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10个市级专科诊疗中心和 6个县域医疗中
心建设加快推进。

七十五年来，我市坚持筑高强基，医疗服务体
系逐步完善，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特别是近年
来，我市实施公立医院能力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市
级医院26个提升项目全面推进，8家紧密型医共体
全部挂牌实体化运行，市县合作共建 36个临床重
点专科全面启动，15家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完成
网格化布局，人民群众享受到越来越方便、快捷、优
质的医疗服务。

基层基础持续夯实。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服务能力普遍达国家基本标准及以上。
94%的村卫生室完成公有化改造，全面消除村级医
疗服务机构和人员空白点。遴选17家乡镇卫生院
开展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13家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被评为省级“五结合实践样板”。

目前，家庭医生智能化签约服务全面推行，成
立签约团队 2777 个，签约居民 923.31 万人，重点
人群签约281万人，让群众拥有身边的健康管家。

近年来，我市医改探索开创了系列标志性、历
史性的重大成就，“郑州经验”备受瞩目。全国首个
实现城市医疗卫生设施规划建设管理立法；市县一
体高质量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经验做法被
国家卫健委专题刊发，成功举办 2023中国县域医
共体大会；城市医疗集团建设经验被国家卫健委、
省委改革办专题刊发推广；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被国
务院通报表彰；被国家确定为中央财政支持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和试验区、公立医院改
革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河南路子”获国家充分肯定；巩义市在中国－世卫
组织医改经验交流会和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上作
县域综合医改经验介绍；金水区城市医疗集团建设经
验被国家卫健委、省委改革办专题刊发推广。

近年来，“健康郑州”建设更是提质提效。市县
一体高质量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成“15分钟
便民医疗圈”；政府主导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全
覆盖，打通基层就医“最后一公里”；每千人拥有卫生
机构床位数从 6.3张增加到 9.0张，所辖市县全部创
成国家卫生城市，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由 16.2%
提升到 32.62%，常住人口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9.51岁，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
更可持续。

全方位呵护“全周期”健康

规划建设的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规划建设的北京积水潭医院郑州医院

新中国成立前，我市仅有5家医院，病床125张，工作人员145人；
1949年，我市医疗机构增至12家，病床230张，卫生技术人员564人；
2023年，全市拥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6109家，床位11.7万张，卫生技术人员

14.9万人。
七十五年筚路蓝缕，七十五载沧桑巨变。我市卫生健康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和新中国一起成长，在改革探索中蓬勃发展，让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幸福生活指数不断攀升。

新生儿疾病筛查新生儿疾病筛查

远程会诊远程会诊 家庭医生团队入户随访家庭医生团队入户随访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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