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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到乡、乡到村，缙云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规模化下沉——

医共体让群众共享健康红利医共体让群众共享健康红利

7月 26日，缙云县大源镇雅亭村。
经过简单整理，一家闲置多年的手工艺品厂房，

被改成该县智慧流动医疗巡诊的临时卫生院。村民
陆续得知消息，一早就赶到了这里。

这天上午，参与巡诊的 8 名医护人员，共为 123
位村民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检查，其中 65岁以上村
民 76人。“不出远门，就能享受县城里来的优质医疗
资源，这机会错过很可惜。”

2017年 9月，缙云县被确定为全省 11个县域医
共体建设试点县（市、区）之一。全县 3家县级医院与
18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牵手”，形成 3
个医共体。截至目前，牵头医院与成员单位“一家
人”“一本账”“一盘棋”体系基本建立，县域就诊率、
基层就诊率分别达到 92.23%、75.15%。

一场始于清晨的“双向奔赴”

7月 26日清晨 5时，大山深处的大源，在鸡鸣狗
吠的“交响曲”中渐渐苏醒。

大源镇卫生院青年医生项王政简单洗漱、对付
了一下早餐后，和 7名同事登上了巡回诊疗车。这一
天，他们的目的地，是 3公里外的雅亭村。“我们得赶
时间早点去，很多项目要空腹做，时间久了村民受不
住的。”车子发动前，项王政道出了缘由。

比“项王政们”更早起床的，是雅亭村的村民，一
来早起已成习惯，更大的动力在于，自己在村里就能
完成定期的全身检查。如果徒步到镇上的卫生院，
多数老人至少要花上 40分钟时间，何况还有不少行
动不便的老人。

在医生们的指导下，村民们将手工艺品厂的饭
桌、旧桌子进行了简单的布置，便成了接诊台、检验
台。44岁的沈秀梅，娘家在辽宁沈阳。嫁到缙云之
后，这几年她每隔两年就能在村里享受一次免费体
检，65岁以上的村民则每年一次。见到沈秀梅时，她
已做完了B超、血常规、尿常规。等待下一个检查的
间隙，她兴奋地说：“这些诊疗设备，都是我们最需要
的，对于很多行走不便或没人陪伴的老人来说，更是
急需。”

“医生，你们这边忙完之后，我家老头子还请上
门帮忙看看。”73 岁的钭德梅做完了全部检查项目
后，对项王政提出了请求。她的老伴、78 岁的陈岩
生，5 月 13 日不慎摔伤，造成腰椎骨折，担心路上颠
簸造成二次伤害，听从医生建议，选择在家接受保守
治疗。卧床以来，大源镇卫生院医生定期上门体检，
并提出新的康复方案。近几天，他已经能绕床进行
简单运动。钭德梅盼着老伴早些康复，临走时提了
这一嘴。

钭德梅的子女都不在身边，近三个月的照料，让
她颇感艰难，但在项王政等医生的上门诊疗下，老伴
康复的进程，也着实让她开心，“对于我们老头子、老
太婆来说，出门不易，平时有个头疼发热，能忍就忍
过去了。”

有类似想法的老人很多。坡陡路弯，哪怕是去
趟镇上的卫生院，对他们而言也不容易。

上午 10点左右，巡回诊疗结束，共有 123位村民
接受了检查。部分检查结果当场告知，另一部分将
在化验后统一发放给村民。

“天这么热，去我们家喝杯茶吧，休息一下。”在
项王政和同事们收拾设备的时候，一位老村民出现
在门口，笑着向大家发出邀请。

一次上下互动的深度改革

天越热，巡回诊疗频率越高。大源镇卫生院办
公室主任蔡丽说，卫生院将每年的农民健康体检时
间定在 7月至 8月份，“这段时间正值暑假，在村里的
人最多。”

大源镇共有 38个自然村，为了方便村民体检，这
两个月，卫生院的医生出动最多，“38个村，一个都不
能落下”。

村民得便利，背后是医生们的默默付出。陈岩
生的家，离集中体检地还有一段 200多米长的羊肠小
道。集中体检结束后，项王政和另外两位同事分别
携带B超、心电图等设备，来到了他家。尽管屋里开
着风扇，但他们的汗水过了好几分钟才稍微“收敛”

一些。
“巡回诊疗这段时间，没

点体格是真吃不消。”项王政半开玩笑地
说，中暑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他的心电图检测设
备相对便携，而同事的 B 超检查设备单台价值近 30
万元，需要装在类似行李箱的拖运器材上，遇上沟沟
坎坎，还得提在手里，“生怕弄坏了”。

巡回诊疗，正是当地在上述实际情况下，对基层
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能力的升级。

缙云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办公室副主任郭伟燕介
绍，医共体建设初期，通常由总院每周派专家到分
院，但前来就诊的病人不多，效果并不明显。偏远山
区的老百姓每逢集市日都喜欢赶集，因此，在原来的
基础上，县人民医院就集中力量在这一天派出内分
泌科、心血管、呼吸内科、妇科、骨科等专科医生给老
百姓进行诊治、健康宣讲等。

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展开以后，缙云县人民医
院、县中医院、县二院分别与 8家、6家、4家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成医共体，实行医护人员、
设施设备、就诊信息等相关资源的上下自由流动，

“不仅有总院医生到分院坐诊、现场教学，还能实现
分院医护人员到总院进修培训。”郭伟燕说，“‘医共
体内一家人’，是这一升级版的最大特征。”

2019年 10月 30日，大源镇村民林某突发急性心
肌梗死。在往常，即便是以最快速度送到县城抢救，
路上起码要花两个多小时，“抢时间就是抢生命。”郭
伟燕回忆道。县人民医院与大源镇卫生院的互动，
随即展开。县人民医院派出心内科医生和急诊科护
士带上药品和抢救仪器赶往卫生院，卫生院做好前
期准备工作。到达卫生院后，老人即接受溶栓治疗，
病情稳定后再送到市中心医院接受后续治疗。如
今，林某只需隔段时间到卫生院领取一些药品即可。

在缙云县人民医院牵头组成的“1+8”医共体内，
已经设置了包括糖尿病、高血压、消化内科、呼吸内
科等在内的 11个全（专）科联合门诊，这些门诊由人
民医院骨干专科医生担任负责人，基层卫生院力量
接受“传帮带”成熟之后，又能在 8 家基层卫生院流
转，“为基层百姓健康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郭伟
燕说。

一条绿色生命通道

项王政是缙云县首批定向生，2015年从丽水学
院毕业后，先是到缙云县人民医院接受规培，2017年
扎根大源卫生院，开启了自己的基层卫生事业生涯。

医共体的深度改革，让这个年轻的医生看到了
基层卫生事业的曙光。他回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镇卫生院没有开办住院部，这样的局面造成了这样
一对孪生恶果：村民不信任医生，医生的业务也逐渐
生疏。2018年 10月，镇卫生院住院部复建，县人民医
院的骨干医生主动流转到卫生院，通过手把手教学、
辅导，“新兵”项王政的业务水平得以很快提高，“特
别是我的临床经验有了明显的提升”。

大源卫生院院长胡卫民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
住院部复建一年间，住院人次达到 120多人，此后每
年以 5%的速度增长，近年来，大源卫生院住院人数
常年居于全市基层卫生院前列。“医共体，为老百姓
就医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也极大地提升了卫生院的
医疗水平、医疗质量”。

据缙云县卫健局统计，2021年全年，缙云流动医
院累计巡诊 400多个村次、行驶里程达 5.5万公里、服
务群众 5万余人次。

该局副局长吴巧贝介绍，随着“数字化”手段的
迭代升级，缙云“智慧流动医院”全部配备了 5G 网
络，在车内就可以实现医保刷卡结算，实现了挂号收
费、就医、检查、取药、医保报销、家庭医生签约、公共
卫生服务等并网运行，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县级医院的门诊服务，有效减轻了患者外出看
病交通、住宿、餐饮、陪护等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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