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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上午，福建省医院
协会第四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医院管理论坛在榕召开。

福建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
杨闽红，福建省卫健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张国安，中国医院协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田家政，福建省医院协
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朱鹏立、常务
副会长朱发进等出席大会。

正值福建省医院协会成立20周
年之际，139位来自福建省各地市、
医院的会员代表齐聚一堂，选举产生
由张国安任职会长的第四届理事会
和第二届监事会领导班子，为推动医
院高质量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和

“健康福建”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上，杨闽红对新一届理事会

及监事会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对

协会未来工作的开展提出了三点
建议。

他指出，协会应提升政治站
位、坚持党建引领；应规范内部管
理，加强行业自律；应提升服务能
力，推动创新发展，为福建省卫生
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
新。”张国安在讲话中对与会代表
们的信任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
今后将在坚持党的领导，规范协会
自身建设；提高政治站位，做好政
府的参谋助手；坚持办会宗旨，履
行服务职能；加大对外交流合作，
持续提升协会社会影响力等四个
方面加强协会工作。

本次大会由福建省医院协会
第三届理事会秘书长张尉主持。

会议选举产生了包括张国安
会长，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郭延
松、福建省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刘景
丰、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黄渊
清、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副
院长张尉、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副院长钱峰、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曾红华、福建中
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副院长李
玮、福州市第一总医院总院长李卫
东、厦门市医院协会会长王挹青、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王占
祥、漳州市医院院长蔡铭智等为副
会长，共计 91 名第四届理事会理
事，以及包括福建省卫生健康监督
所所长缪伟、《福建卫生报》社社长
等在内的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朱
鹏立当选为名誉会长。

会上，召开了第四届理事会第
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会会
长、副会长、法定代表人、常务理
事、秘书长、名誉会长以及第二届
监事会监事长。

会议还邀请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总会计师
肖万超、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管理
研究所医疗政策部主任董四平、国
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医院管理与改革研究室副主任江
蒙喜，就《高质量发展下，绩效管理
如何“迭代升级”》《提升医院内部
管理水平 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学科建设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等医院管理相关内容，作了精彩的
交流分享。 （福建卫生报）

2022年年末，福建省厦门市常
住人口达到 530.80 万人，其中，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有 36.7 万人。受
多方因素影响，厦门市医疗卫生资
源整体不足，截至2022年年底，该
市实有床位总数为22747张，每千
人口实有床位数是4.29张，床位总
量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为
破解这一民生难题，厦门市迈开了
向家庭病床要增量的步伐。

陈奶奶和儿子算了一笔账

10月是厦门一年中最好的时
段。“住院”已十多天的陈奶奶也终
于身体康复，与儿子一起出门享受
阳光。谈及此次“住院”经历，陈奶
奶总结为两个词：方便、省钱。方
便是因为病床就设在自己家里，环
境熟悉且方便家人照顾；省钱是因
为医保报销后自付部分费用少。

陈奶奶今年 80 岁，家住厦门
市湖里区和通社区。她患脑卒中
后行动不方便，又不慎摔伤造成骨
折。在医院住院接受治疗后卧床
在家，由家人照料，但是当需更换
导尿管等时，还是要去医院。

“母亲年纪大了，去一次医院
实在不易。”陈奶奶的儿子十分着
急，在求助湖里区湖里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后，得知陈奶
奶的情况符合家庭病床的建床标
准。

陈奶奶和儿子算了一笔账。
按照厦门市的医保报销标准，如果
在二级医院住院，医保报销起付标

准是600元，报销比例为80%，算上
各类费用就挺贵；三级医院的费用
更高；就算去二级医院换药，走门
诊的医保报销，医保报销起付标准
为500元，报销比例则为55%。以
上这些费用还不包括家人的陪床
费、交通费和误工损失等。相同的
治疗，家庭病床医保报销起付标准
是 200 元，报销比例达 90%。除
100元建床费外，陈奶奶还需要每
次支付 100 元的巡诊费，加上药
费、治疗费、护理费等，共需要
300~400元，报销后费用更低。

算清了这笔账后，陈奶奶的儿
子为母亲申请建家庭病床。湖里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团
队根据工作流程，定期上门巡诊给
老人更换导尿管，每次更换导尿管
后都交代相关注意事项，同时根据
陈奶奶的情况进行膳食营养指导、
压疮防护、坠积性肺炎预防、下肢
深静脉血栓预防及用药指导等。

经过 11 天的连续性护理，陈
奶奶顺利康复。这一次建床总费
用为360.54元，其中仅需自费78.1
元。

对医护能力提出新要求

2021年，厦门市探索开展家庭
病床试点工作，对符合条件的患者
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厦门市卫生
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一级科员
陈凯林介绍，厦门市家庭病床服务
遵循安全有效的原则，提供非创伤
性、不容易失血和不容易引起严重

过敏的项目，并执行现行基本医疗
保险住院支付政策。

听诊器、血压计、常用药物
……上午9时，厦门市湖里区禾山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科科
长孔美珠和同事已经清点好出诊
箱中的物品，准备出发。今天是他
们到建立家庭病床的痛风患者王
大爷家中进行居家诊疗和护理的
日子。

进了门，孔美珠立即询问王大
爷的近况，和同事为王大爷做了量
血压、测血糖等基础检查项目。之
后，他们为王大爷做中医理疗，缓
解关节疼痛；给王大爷抽血，评估
尿酸情况。临走前，他们还为王大
爷细致讲解了用药和饮食注意事
项。

“王大爷是我们的第一位建床
患者。”孔美珠介绍，今年 6 月，禾
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病
房科，由6名医生、2名护士负责家
庭病床工作。开科至今，他们已建
床20张。

把病床搬到家，不仅是改变了
诊疗场所，还是将加强居家医疗养
老服务、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
管理能力的改革成效惠及千家万
户。

配套政策让医患都受益

2022年，厦门市开设家庭病床
642 张；2023 年 1—9 月，设家庭病
床 1776 张。建床数量的增加，也
得益于一系列配套措施的推进和

完善。
“厦门市早在 2004 年就出台

家庭病床配套的医保待遇政策，
2021年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符合
建床条件的参保人发生的符合规
定的家庭病床医疗费用，可使用医
保基金支付。”厦门市医疗保障中
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近几年，厦
门市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推出家
庭病床服务包，患者可自愿选择按
项目或按服务包付费，相关费用均
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对于建床的医疗机构，厦门市
医保部门也配套设置相关结算办
法。“参照长期住院病例，家庭病床
的结算采用按床日结算模式，并根
据实际情况提高了床日结算标
准。”这位工作人员介绍。

为了提高医务人员“送医上
门”的积极性，合理体现医务人员
劳动价值，厦门市及时调整家庭病
床服务收费标准。“福建省家庭病
床服务收费最新标准，在两方面及
时作出调整，一是将家庭病床巡诊
费由每次每人50元提升至100元；
二是服务包打包费用由1850元调
整为2450元。”陈凯林介绍。

厦门市各基层社区医疗卫生
服务中心也在不断建立健全员工
综合激励机制。例如，湖里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把上门的巡诊费
定期激励给医护人员；禾山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把家庭病床的工
作量与增量绩效挂钩。

（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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