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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级诊疗和家医签约为主的“厦门模式”

走在全国医疗改革的前列，而信息标准化与互联

互通建设支撑着其中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苏妙玲介绍，近年来，厦门积极探索“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模式，不断改善群众看病就医体

验，构建了信息化赋能卫生健康惠民便民服务的

新格局。全面实施“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示范

工程，建立厦门市卫生信息微信平台，为市民提供

智能导诊、门诊预约、就诊结算、互联网诊疗、疫苗

接种、妇幼保健、核酸预约、健康档案查看等多项

便民服务功能。利用信息化统一身份认证、整合

医疗资源，为市民提供多种途径的预约诊疗服务，

门诊就诊环节从 11个缩减为 4个，等候时间缩短

2/3，患者满意度显著提高。该平台还入选国家卫

健委组织编写的“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服务优

秀案例集。

健全的信息系统在便民服务方面持续发挥

效用，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智能管理系统——厦

门 i 健康平台上，签约居民在线可以享受到健康

咨询、预约转诊、慢性病随访、慢病长处方在线续

方等服务。2021 年，厦门试点应用“智慧药房”，

通过患者对应的家庭医生在线上开具处方后，可

选择班外时间到“智慧药柜”自助取

药，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或有

需要人士可享受社区人员或

物流送药上门服务。

为应对疫情，厦门建设

了新冠监测溯源系统，实现

全流程、多渠道、多维度、多

方式汇聚防疫数据，充分促进

卫健、经信、通信、交通、公安等

不同部门的海量异构信息共享、协

同，构建统一的抗

疫综合管理大数

据中心，借助大数

据技术回溯患者

交通轨迹和社会

关系,流调快人一

步。支撑全员核

酸采集任务，这套

系统受到国家部

委和国内业内同

行 的 充 分 肯 定 。

获中国医学协会

新兴抗疫技术一

等奖。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苏

妙玲说：“站在‘两

个一百年’的历史

交汇点上，厦门将

继续聚焦提高人

民生活品质，建设

高水平健康之城，

努力为广大人民

群众提供高效、优质、安全、便捷的医疗服务，为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人民幸福安康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廖小勇 陈艳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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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勾画出大健康发展的清晰蓝图，厦门借势而进为健康之城建设谋棋定子。早在 2019 年，该任

务作为重大的民心工程就被提上城市发展重要日程。

两年多来，健康之城建设正成为厦门用智慧与实力叠加探路的生动实践。一组数据见证

着建设成效，同时也为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20 年全市居民平均期望寿命 81.04 岁，

比 2015年增加 0.87岁；2020年市民健康素养水平达 29.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4个百分点；妇

幼卫生指标位居全国、全省前列，切实以有限的卫生资源实现了较高的健康效益。

在健康之城建设道路

上，厦门面临着优质医疗资

源总量小、高水平医疗机构

少且分布不均的发展瓶颈，

只有持续构建优质高效卫

生服务体系，才能推动医疗

水平高质量发展。

厦门市卫生健

康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苏妙玲介绍，

厦门市在全国率先

探索“市校合作，高

位嫁接”快速提升

医 学 水 平 的 新 路

子，先后引进复旦

儿科医院、复旦中

山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四

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等知名

医学院校和高水平附属医院

合作办医，开启了医疗卫生

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其

中，2020年10月22日正式挂

牌的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入选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首批试

点，2021年 6月，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和华西

厦门医院入选国家第二批区

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

循着新路，厦门柔性人

才 引 进 和 打 造“ 名 医 工 作

室”为健康之城建设提供了

源 头 活 水 ，通 过 名 医“ 传 、

帮 、带 ”推 动 专 科 专 病 建

设。目前，全市已建成 42家

“名医工作室”。同时，厦门

在推动岛内优质医疗水平

跨越式提升的基础上，加快

新增环东海域医院、马銮湾

医院、华西厦门医院等一批

岛外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

设，在专科布局上，下大力

气解决儿科、产科、精神科、

康复专科等该市急需紧缺

学科供给不足问题。

此外，在推进厦门健康

事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厦

门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持续增

强，建成较完善的现代化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目前，全

市 6 个区已经建成 4 个国家

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和 2

个福建省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是全省唯一实现省级

以上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全覆盖的设区市。作为最早

启动适龄妇女两癌免费筛查

的城市之一，12年

来累计免费筛查

40多万例，率先试

点在校适龄女生

开展国产二价宫

颈癌疫苗免费接

种。2021 年初入

选全国首批 15 个

健康中国行动创

新模式试点城市。率先推出

免费婚检、孕检和婚姻登记

一站式服务，柔性引导群众

参与出生缺陷一级预防，

婚检率常年保持在 90%

以上；全面两孩政策实

施后，在全国率先推出

产科分娩床位预约、儿

科门诊智能导诊、孕产

妇健康画像等特色信息

化服务，在保障母婴安全的

同时辅助医生的诊治，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

构筑便民“智慧圈”，着力推动
“互联网+医疗健康”建设

精准发力“补短板”，构建高效卫生服务体系

深化医改“强动力”，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

作为国家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和分级诊疗试点城

市，厦门继续发挥敢为人先

的探路者作用，勇于直面问

题，敢闯敢试。近年来，厦

门扎实推进具有厦门特色

的“三师共管”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模式，柔性引导和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和患者向

基层“双下沉”，形成了“患

者愿意去、医院舍得放、基

层接得住”的居民就医新格

局，有序提升了人口主要健

康指标，成效显著。“慢病先

行，三师共管”分级诊疗和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厦门经

验”入选中组部案例丛书。

2020 年基层门诊量比 2015

年增加 639 万人次，占全市

门诊量 50.01%。

“三师共管”是由大医

院专科医师、基层家庭医师

和健康管理师共同组成的

团队服务模式。专科医师

负责明确诊断与治疗方案，

并带教、指导基层的全科医

师；全科医师负责落实、执

行治疗方案，进行病情日常

监测和双向转诊；健康管理

师则侧重于健康教育和患

者的行为干预。“三师共管”

不仅形成“医防融合、防治

结合”的服务模式，而且“上

下联动”较好解决了患者的

信任度问题。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让

该模式走进千家万户。以

家庭医生作为签约服务与

管理的核心主体，签约居民

可享受个性化健康管理、优

先预约大医院专家门诊、日

常随访、慢病精细化管理等

各 项“ 多 快 好 省 ”品 牌 服

务。由家庭到社区再到医

院，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健康

网兜住了老百姓的幸福，助

力健康之城建设。

截至目前，厦门市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 80.45万人，重

点人群中65岁以上老年人签

约服务 16.55万人，高血压患

者签约服务 17.83万人，糖尿

病患者签约服务7.38万人。

此外，为了方便居民群

众就近就医，厦门市把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作为深

化医改、实施分级诊疗的一

项重要内容。去年以来，厦

门持续推进岛内外 8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新址建成投

用。“十四五”期间，厦门市

还将按照 15 分钟到 30 分钟

健康服务圈标准，优化基层

卫生服务网点布局，让居民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

的医疗服务。

厦门构建信息化赋能卫

生健康惠民便民服务平台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上门为百姓服务作人员上门为百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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