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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朵向日葵围着百姓转”
南平创新构建全民健康网格化服务体系

打造“4+N”全民健康服务团队
签而有约，群众自愿留在基层

看病
6月7日晚上7点半，政和县下

起了暴雨，电闪雷鸣，能见度不足十
米。

然而，石屯镇卫生院院长许云
辉带领的团队仍“雷打不动”地进村
入户履约。

许云辉当天下午3点多就出门
了，暴雨来临时，他带着团队已经进
入当天要履约的第二个村庄——石
屯镇长城村。

因为大雨，村子里的网格员洪美
央把腿脚比较好的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对象（以下简称“家签对象”）召集
到95岁范铭玉奶奶的家中，方便医
生团队更高效地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这团队是今年以来，南平市创
新构建全民健康网格化服务体系，
打造的“4+N”全民健康服务团队。

“4”包含县级医院专科医生、基层注
册执业医生、乡村医生、护士，“N”
是若干名网格员。在现有家庭医生
签约团队的前端导入县级医院专科
医生，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后端导入
健康服务网格员，动态掌握居民基
本信息、健康情况、突发状况，发挥
桥梁纽带和哨点作用，打通联系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

雨仍在不停地下，但团队还不
能停下脚步。许云辉他们要在9点
前，赶到71岁刘云香的家中。

收队时，街上已没有行人；他们
到家时，已是晚上10点多。许云辉
告诉记者，这是常态。但是，在他们
的脸上没有看到疲态，反而在他们
的眼睛里看到光。

“作为医生，最开心的事就是把
每个病人都看好，或者把他们的血
压血糖控制好。每次病人见到我们
都很开心地说‘你们又来了’。这是
我们职业的成就感，也是我们工作
的动力。”许云辉说。

政和县卫健局局长陈仕丽介
绍，整个县有76支“4+N”全民健康

服务团队，为了不占用村民农忙或
务工的时间，80%的入户时间都在
晚上。

“我们有句口号，要把家签对象
当成自己的亲人。我们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陈仕丽说。

“履约服务做得实，让老百姓有
更多获得感，老百姓也会爱护我们
的团队。”陈仕丽随即拿出手机和记
者分享一个暖心的视频：6 月 7 日
晚，在杨源乡禾洋村，杨源乡卫生院

“90 后”黄仁枝院长带领团队在大
雨中履约，村民们自发撑起伞，把他
们围在中间，不让他们淋到雨。

“群众认可我们，自然愿意留在基
层看病；医疗收入增加了，医生更有干
劲儿，基层医疗机构也有了活力，这就
形成了良性循环。”陈仕丽说。

两组数据印证这一成效：2022
年，政和县10个乡镇卫生院的门诊
人次达44.98万人次，比2021年多了
10.8万人次，增长了31.60%；而今年1
至4月份10个乡镇卫生院的总门诊
人次超过了县级两家医院的总和。

陈仕丽强调：“这
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
的。”

一个县的实践，是
一个市的缩影。

记者从南平市卫
健委了解到，目前全市
已组建“4+N”全民健
康 网 格 化 服 务 团 队
1061支，其中有577名
县级医院专科医生加
入团队，通过对口支援
帮扶、强化培训等，增
强团队服务力量；健康
网格员 5426 名；设立

村（居）公共卫生委员会，实现乡
（镇、街道）、村（居）全覆盖。

横向破局，整合所有相关资源
织牢健康“一张网”，覆盖全民
网格，四四方方，边界清晰。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网格化

管理模式发挥重要作用，一个乡镇
是一个网格，一个村是一个网格，再
精细化，甚至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网
格，找得到人，管得到人。

依托基层综治网格，2022年底，

南平市出台《南平市全民健康网格化
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建立市、县、
乡、村、网格五级全民健康管理机制，
构建基层全民健康服务“一张网”。

要管理好每一个网格里的人的
健康，政策机制及人力、硬件等资
源，缺一不可。今年以来，南平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整合健康资源，推
动卫健部门与医保、民政、农业农
村、残联、总工会、妇联、教育、红十
字会等十余家部门形成合力。

这正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的

“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政策、资金、人力、硬件、药品
设备等都是现有资源，在未增加政
府支出负担的前提下，各部门把现
有的与健康相关的各项健康服务要
素高度整合，精准导入健康网格，为
全民健康网格化服务提质增效。”南
平市卫健委副主任林涵介绍。

机制活了，市医保局将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费医保基金支付部分
（40元/人）实行单独列支，不占用城
乡居民普通门诊年度报销额度，统
一拨付至县总医院，真正把医保这
部分基金用于家庭医生签约。

对于家签对象需要自缴的 20
元，各基层医疗机构都提供了远超
于20元的增值服务，从而调动群众
参与家签的积极性。

（下转5版）

石屯镇卫生院院长许云辉团队在长城村村民家中履约石屯镇卫生院院长许云辉团队在长城村村民家中履约

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达229.49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23.98万人
次、比增11.17%；全市全人群（常住人口）家庭医生签约率达63%，重点人群签约率
达94%，两项均居全省第一。这是今年1月1日至6月24日，南平取得的成效。

短短六个多月，在这个福建省面积最大的设区市，在这个“八山一水一分田”，人
口分散的山区市，是什么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愿意留在基层看病？

日前，记者走访了南平多个县市区，找寻他们的“解题思路”。
□本报记者 邓剑云 通讯员 林裕芳 吴建辉 吴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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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南平市率先将全民健康
与网格化管理服务有机配合，这
个闽北城市要探索的是一条符
合山区的基层健康治理新路子。

所谓创新，不是无中生有，
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去“破局”、
去“解题”。

南平的解题思路正是“以基

层为重点，将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地方政府重视，各部门横
向打通，把与健康相关的政策、
资金等各项服务要素高度融合，
现有资源最大化整合，精准导入
健康网格，推动这项惠民之举做
深、做实，且可持续。

“坐在办公室看到的全是问

题 ，走 到 基 层 看 到 的 全 是 办
法。”闽北大山里生出“金点
子”，机制“活”了，基层医疗机构

“活”了，医生也“活”了。全民健
康有人管，且管理得有质量，百
姓认可了，便愿意留在基层看
病，基层医疗收入增加了，形成
良性循环，值得借鉴。

健康真的融入所有政策 全民健康服务才能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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