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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疾控
局印发《居家和社区医养结合
服务指南（试行）》，明确了医
疗卫生机构在家庭和社区
环境下所提供的医养结合
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指南》明确，居家和社区
医养结合服务的服务对象是
辖区内有医养结合服务需求
的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的老
年人，重点是失能（含失智）、
慢性病、高龄、残疾、疾病康复
或终末期，出院后仍需医疗服
务的老年人。服务内容包括
健康教育、健康管理服务、医
疗巡诊服务、家庭病床服务、
居家医疗服务、中医药服务、
心理精神支持服务、转诊服务
等。

在家庭病床服务方面，
《指南》明确，服务项目应为在
家庭或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条
件下医疗安全能得到保障、治
疗效果较为确切、消毒隔离能
达到要求、医疗器械便于携
带、非创伤性、不容易失血和不
容易引起严重过敏的项目。在
居家医疗服务方面，原则上，以
需求量大、医疗风险低、适宜居

家操作实施的服务项目为宜。
《指南》要求，开展居家医

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应具有与所
开展居家医疗服务相应的诊疗

科目并已具备家庭病床、巡
诊等服务方式；根据服务需
要聘请的营养指导员、公共
营养师、心理咨询师、健康
管理师、社会工作者等人
员，应持有相关部门颁发的
资格证书等证明材料。

《指南》提出，公立医疗
卫生机构在内部绩效分配
时，对完成居家医疗、医养
结合签约等服务较好的医
务人员给予适当倾斜。医
疗卫生机构应建立健全对
提供居家医养结合服务人
员的安全风险应对机制，如
对服务对象身份信息、病历
资料、家庭签约协议、健康
档案等资料进行核验；提供
居家服务时，要求应有具备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
家属或看护人员在场；为服
务人员提供手机 APP 定位

追踪系统，配置工作记录仪等
装置，购买责任险、人身意外伤
害险等。

（《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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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卫生摄影协会举办的
2023 年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最美天
使”摄影大展获奖作品揭晓。福建省
卫生健康委积极组织，全省卫生健康
系统热烈响应，各地卫生健康部门、
医疗卫生单位共有 276 名作者投稿
578 幅（组）作品，154 幅（组）获奖。
其中，5幅（组）作品荣获专家评选优
秀作品奖，5幅（组）作品荣获大众评

选一等奖。福建省卫生健康委被评
为优秀组织单位。

此次“最美天使”摄影大展旨在
组织医疗卫生工作者用影像记录
健康中国建设中的医患真情故事，
更好地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深化医改主题宣传工作的部
署，引导社会正能量，营造良好的
社会氛围。

开通诊所诊疗服务与监测预
警一体化管理平台“闽诊通”，利用
信息化手段，对诊所备案后的事中
事后监管和便民服务进行有益探
索——福建省率先探索诊所诊疗
监管一体化。

诊所看病“一码就诊”、病例可
查、全程监管……近日，省卫健委
印发诊所诊疗监督系统推广方案，
在全国率先推出全省统一的诊所
诊疗服务与监测预警一体化平台，
即“福建省诊所诊疗监督系统”（简
称“闽诊通”），可为群众就诊提供
更安全更便捷的服务。

“用‘闽诊通’在诊所看病不用
带病历，也不要报名字、年龄，只要
拿出就诊码一扫，医生就能看到我
的个人信息，看病、开方、取药比以
前方便多了。”6 日9 时许，家住福
州市晋安区名桂家园的王新凡因
着凉不适，来到了家附近的郑沁内
科诊所，不到8分钟就拿到了医生
开具的感冒药。

“‘闽诊通’不仅给患者带来方
便，还能够帮助诊所医生更全面地
掌握患者信息，提高诊疗效率。”郑
沁举例说，刚刚就诊的王新凡是一

名糖尿病患者，他用“闽诊通”扫码
后系统就对医生进行了提示，“因
此，我就没有给他使用常规的风寒
感冒颗粒等含糖药物，而是使用无
糖的藿香正气胶囊来帮助他缓解
症状”。

省卫生健康监督所所长缪伟
介绍，“闽诊通”的诊所诊疗业务子
系统具备接诊记录（门诊电子病
历）、处方开具、划价结算、药库管
理、后台管理等功能，自动生成门
诊日志，可满足各类诊所、门诊部
等小型医疗机构诊疗信息化基本
需求。

“系统还能对药库和经营情况
进行数字化管理，相比之前人工进
行登记盘点，现在每天能多出一个
多小时来为患者服务。”晋安区施
晓洪中医内科诊所负责人施晓洪
坦言，自己已经感受到了“闽诊通”
带来的便利。

“闽诊通”如何对诊所进行监
督，规范其执业？据介绍，“闽诊
通”构建了一体化诊所诊疗智慧监
管服务网络，其诊所监督监测子系
统，具备医疗机构、执业人员资质
审查等功能，既可以对使用诊所诊

疗业务子系统的诊所进行数字化
监管，也可以对使用自建诊疗系统
的诊所等小型医疗机构，通过接口
上传诊疗数据进行监管。省、市、
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可通过系统
对辖区诊所进行在线监管。

“若诊所发生违规执业行为，
系统会发出预警，提示监管部门
转人工复核或现场处置。”缪伟表
示，运用信息化、大数据等技术手
段，加强诊所备案准入后的事中事
后监管，可以提升社会办医疗机构
依法执业意识和医疗服务水平，有
助于营造建设规范、执业合法、服
务到位的医疗服务市场新秩序。

截至目前，“闽诊通”已上线诊
所超 3000 家，接诊患者超 20 万人
次。

数字快车护航全民健康
近年来，随着5G通信、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广
泛应用，卫生健康领域也受到了深
刻影响。因时而变，顺势而为。重

视数字技术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应
用，重塑医药卫生管理和服务模
式，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服
务效率的重要方式。从患者的角
度看，数字医疗能够跨越时空，解
决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还
可简化就医流程、降低就医费用、
改善就医体验。从医生的角度看，
数字医疗让患者病历、健康档案实
现数据化，提高了疾病诊断、患者
管理的效率，进一步解放了医疗生
产力。从医疗机构的角度看，数字
医疗有助于促进院内管理精细化，
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对于监管部
门而言，数字医疗有助于实现实时
监管，规范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数字医疗的优
势还未充分发挥，各地各类型医疗
机构仍存在信息系统标准不统一、
电子病历无法共享等问题。因此，
有关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明确执
行规范和技术标准，将原有系统改
造和更新提上日程，推动一体化信
息平台的打造，牢牢抓住数字化变
革带来的机遇，为实现全民健康提
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福建日报》）

福建省率先探索诊所诊疗监管一体化

全国卫健系统“最美天使”摄影大展揭晓
福建154幅作品获奖

作品：齐心协力共救治；作
者：谢远祯；单位：龙岩市第一医
院。

作品：“袋鼠爸爸”的温暖；作
者：吴煌艺；单位：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

作品：聚睛会神；作者：蔡似
云；单位：漳浦县中医院。

作品：春天来了；作者：杨丽
贞；单位：漳浦县中医院。

作品：我以我心爱祖国，我以
我行报祖国；作者：危艳萍；单位：
福建省立医院。

作品：大手牵小手；作者：陈钰涛；
单位：福建省立医院。

作品：初心如磐；作者：张泽待；单
位：安溪县中医院。

作品：守护；作者：许榕婷；单位：
福建省儿童医院。

作品：我们一定赢中国一定赢；作
者：程丽芳、陈颖；单位：闽侯县医院。

作品：复复得正；作者：郑雅丽；单
位：厦门市康复医院。

（省卫健委宣传处、中国摄影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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