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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升级山区“免疫接种”模式

丽水打造特色“接共体”织密健康防护网
文/蓝倞 陈晓华

在浙西南连绵的群山之间，一场关于健康免疫的“接力赛”正悄然上演。丽水市创新打造的特色“接共
体”模式，如同一条条无形的纽带，将散布在山间的预防接种资源串联成网，为200多万名山区群众筑起了一
道坚实的免疫屏障。从景宁畲族自治县鹤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智能接种“枢纽”，到偏远山村中穿梭
的“智慧流动医院”，这套融合了山区特色与数字创新的服务体系，正让疫苗接种这项最基础的公共卫生服
务，在重峦叠嶂间实现了优化升级。

走进今年 1月刚刚启用的鹤溪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预检区、候诊区、接种区
等功能分区井然有序，整洁的接种台、一目了然
的疫苗自动储发系统、高效的接种服务让前来接
种的老百姓有了更好的体验。这个近 600平方米
的预防接种门诊，如今承担着全县 80%疫苗接种
任务，已成为丽水“接共体”模式的标杆样本。

丽水市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丽水“接
共体”的架构设计，正是对山区地理特性的精准
把握。丽水“九山半水半分田”，曾面临着“偏远
山区服务资源闲置与中心地带资源紧张”的突出
矛盾——173 家预防接种门诊如同散落的珍珠，
有的年接种量不足 200针次甚至个别偏远乡镇年
接种量在 20 针次以下，有的却因服务半径过大
让群众奔波数十里。通过“中心+分点”“固定+巡
回”的科学整合，到年底，全市 100 余家预防接种
门诊将形成“中心统筹安排、分点就近服务”的新
格局，4 成多整合率的背后，是对人口密度、服务
半径等要素的精密测算。

景宁的变化尤为典型。该县疾控中心副主
任刘商卫介绍，在“接共体”模式落地前，景宁各
乡镇卫生院共有 21 家预防接种门诊，许多乡镇
常住人口并不多，一个月一针免疫接种的需求
都没有，相关资源浪费严重。如今，全县已优化
为“5 中心+11 分点”的布局，76.19%的整合率让
资 源 配 置 效 率 大 幅 提 升 。 作 为 其 中 的“ 主 枢
纽”，鹤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
按照 A++级智慧化标准完成升级改造，配备了
疫苗自动储发系统、一体化多功能接种台等智
能设备，接种效率与接种专业性都得到了极大
提升。

同时，整合也并不意味着偏远山区服务简
配。“乡镇卫生院硬件设施依然在，免疫接种岗位
依然保留，群众有需要时，这些卫生院的免疫接
种岗位人员能正常开展工作，甚至更加专业了。”
刘商卫表示。在资源集中利用下，鹤溪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门诊承担起全县带教培
训的重任——全县预防接种岗位工作人员实行
轮岗培训，4名带教老师中 2名拥有高级职称，已
累计培训新上岗人员 40 余人、轮训 200 余人次，
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区免疫“人才摇篮”。

“‘中心+分点’‘固定+巡回’的立体架构可以
让群众少跑路，分点之前是一个医生服务一个片
区，现在是整个中心团队一起为老百姓提供服
务，接种的效率和专业性都得到了有效提升。”丽
水市疾控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云和县，“接共体”模式也带来了资源高效
利用的新变化。原有 10 家预防接种门诊整合为

“4 中心+4 分点”的模式，60%的整合率同样带来
显著效益。这些“分点”并非简单的分支机构，而
是按照“保留硬件设施、灵活转换功能”的原则设
立的弹性服务单元——当无免疫接种需求时，它
们是卫生服务用房；当预约接种、群体接种需求
出现时，即刻能转换为临时接种点，30 分钟车程
的服务半径确保了“就近可及”。这种“弹性布
局”思维，正是新形势下丽水破解山区服务难题
的核心密码。

以 山 为 脉

构建“中心+分点”的立体架构

“真没想到，6分钟不到就打好了。”在鹤溪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疫苗接种区，市民雷
玲玲带着刚出生6个月的儿子扬扬来接种五价
轮状疫苗和乙肝疫苗。取号登记后，一台闪烁
着蓝光的“全自动疫苗储发机器人”开始忙碌运
作，随后自动传送出孩子需要的疫苗到对应工
作人员的操作台边上，再叫号，核对信息，完成
注射，一气呵成。

数智化改造换来了服务模式的根本性变
革。在鹤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线上自助
建档、预约、申领电子预防接种证，线下取号即
完成登记、接种、留观全流程的“无缝衔接”，真
正让老百姓感受到A++级预防接种门诊的优质
服务。同时，在全市率先引进的“全自动疫苗储
发机器人”系统，通过与免疫规划智慧服务信息
系统的深度联动，实现了疫苗储存、分发、接种
全流程的智能化管理，极大提高了接种的安全

性和工作效率。
鹤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科

科长梅莉莉是一名从事疫苗接种工作多年的
资深护师，对于智能系统带来的准确和便利，
赞不绝口。“以前用冰箱储存疫苗，每天要预先
计算使用量，早上把疫苗登记好出库，搬到每
个接种台，下班了又要一支支清点核对，再搬
回去，每天都有半小时到1小时的工作量。”梅
莉莉表示，如今，疫苗储存室配备了智能恒温
系统，只需要把疫苗拆除外包装，放入机器内，
机器人会自动分拣入库，接种系统有需求时，
机器人自动取用相对应的疫苗，储存情况和使
用情况一目了然。截至2025年4月，机器人已
精准分发 3526针次疫苗，让服务效率提升了
30%以上。

“接共体”的“数智创新”渗透在接种服务的
每个环节。以往需要多个系统切换，重复输入

信息，造成市民排队等待的“诊间结算”，如今被
打通医疗机构门诊HIS系统、医保结算系统和
免疫规划智慧服务信息系统等三大系统的“便
民付”智慧支付取代，前来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
的市民登记后即可完成缴费结算；打开“浙里
办”App，“精准预约”功能让接种时间精确到30
分钟内，告别了以往“早到早等”的尴尬；纸质接
种证早已成为历史，电子预防接种证不仅存储
方便，还能自动提醒接种时间。还有“七码合
一”的疫苗“身份证”——通过整合疫苗电子监
管码、批号、疾控单位编码等七类信息，每一支
疫苗从冷库到针头的全流程都可追溯，为山区
群众筑起了数字安全防线。

当山区群众用智能手机就能完成疫苗预
约，当机器人精准调度每一支疫苗，科技的温
度正透过屏幕和机械臂，传递到每个山坳村
落。

数 字 赋 能 创新驱动下的接种效能革命

“一村一宣传、十户一宣讲、百人一培
训、千家一走访、万户一覆盖”——这句朗朗
上口的口诀，背后是丽水深化预防接种宣教
的扎实行动。2024年，全市举办线下宣传活
动 7000 余场，26.8 万名群众直接受益；通过
健康素养“60”平台推送的信息总阅读量达
175 万+，转发量 12 万+，98%以上的群众满
意度印证了宣教工作的成效。

服务效能的提升，离不开队伍建设的强
力支撑。丽水通过“中心归整、分点纳入”的
方式，将片区内预防接种人员整合为专业队
伍，每个片区不少于 6 人的配置确保了服务
力量。2024 年，全市组织县级以上培训 31
次，1827 人次参与考核，“片区小培训、县级
中培训、市级大轮训”的机制让技能提升常
态化。景宁推行的“1+1+1”强基计划，每年
投入 14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队伍建设和绩效

奖励，这种“做好做差不一样”的激励机制，
让预防接种工作者的积极性显著提升。

在管理创新方面，丽水通过逐级上报、
层层审批，归并整合了“中心和分点”的预防
接种账户系统，统一信息账号、设总管理员
和条线管理员，实现了冷链管理、疫苗管理、
接种管理的全流程规范化。这种“一体化”
思维同样体现在鹤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日常运作中——下辖 3 个分院、服务 7
个社区 28 个行政村 7.3 万人口的庞大网络，
通过标准化管理确保了服务质量的一致
性。当 76%的人口城镇化率遇上“固定+巡
回”的接种模式，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实现
了动态平衡。

特殊群体的接种需求，最能检验服务网
络的韧性。丽水聚焦边远山区行动不便老
人、失能残疾人和留守儿童，建立了精准排查

机制，“智慧流动医院”如同移动的预防接种
门诊，直接上门服务。去年 6月，工作人员驱
车 70 公里，来到景宁郑坑乡卫生院，为一名
由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照看的留守儿童接种
了脊髓灰质炎疫苗。2024年，通过“智慧流动
医院”等方式，丽水 60 岁以上人群免费接种
流感疫苗 21.8万人，同比增长 253%。

2024 年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99%
以上，HPV 疫苗接种完成率全省最高；2025
年将实现 A 级智慧化服务预防接种门诊全
覆盖，A+级≥50%……4 月，浙江省疾控局将
丽水打造特色“接共体”的经验做法形成专
报，上报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卫生免疫司。
随着丽水的特色“接共体”模式进一步深化
建立，这套扎根山区、拥抱数字的创新模式，
正在浙西南的群山中书写着公共卫生服务
的新篇章。

服 务 升 温 织密山区群众的免疫防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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