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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帅 通讯员 林义群
拥有“中国最美滩涂”美誉的

霞浦县，有大小岛屿400多个。由
于地域和饮食习惯，心脑血管疾病
已成为海岛居民的常见病和高发
病，如急性心梗发病率、死亡率就
显著高于其他地方，而这类疾病患
者如果在出海或者远离医院的海
岛上急性发病，几乎就失去了抢救
的机会。

下浒镇距县城68公里。两年
前，渔民老李因急性心梗发作，被
送往霞浦县总医院下浒分院就诊，
但当地医院无法开展溶栓治疗，病
情十分危急。

值班医生立即将心电图检查

结果上传至霞浦县总医院胸痛中
心。

当时，刚刚由福建省立医院选
派到霞浦县医院挂职担任常务副

院长的林开阳博士收到信息后，立
即组织胸痛中心进行会诊，远程指
导当地卫生院实施了院前溶栓治
疗，并顺利转院治疗，第一时间挽
救了老李的生命。

这是霞浦县总医院加入福建
省立医院医联体后，成功抢救的首
例院前溶栓病例，也是宁德市加强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医院）建设
的典型案例。

近年来，霞浦县作为国家级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聚焦基层医
疗需求，上联三甲医院提升县级医
疗服务能力，下沉优质资源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带动基层医
疗共同发展。

林开阳（右一）带领县医院心内
科团队开展心脏介入手术

上接省市 下联岛村
霞浦医共体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过去，霞浦县医院遇见急性心
梗病人的第一反应便是立即转送
到省市三甲医院，这次老李的成功
救治，在此前是不敢想象的事。

这些改变，得益于 2020 年 12
月，福建省立医院与霞浦县医院达
成“紧密型”医联体合作，全面提升
县域医疗服务能力。

县总医院与基层卫生院建立
联动机制，急性胸痛患者在基层卫
生院10分钟内完成心电图检查，并
上传到县总医院胸痛中心微信群，
同时提供患者基本信息，由县医院
心内科解读心电图，分析判断患者
病情进展，指导基层卫生院进行相
应治疗，保障胸痛患者得到宝贵的
第一时间救治。

在省立医院全
力帮扶下，省立医院
与县医院创建了省
内首个医联体急危
重症患者转诊绿色
通道，实现了“病人
未到、资料先到”的
无缝衔接，为救治争
取了更多宝贵时间
和机会；提升县医院
脑梗溶栓、心梗溶
栓/急诊PCI等急救
技术常规开展，率先在全省县域医
院开展首例ECMO+急诊PCI救治
术，成功挽救大量急危重症患者。

有了省立专家团队的技术“武
装”，霞浦县总医院就有了将不同
层级的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让优
质医疗资源上下贯通的胆气。

下浒镇卫生院作为医共体帮
扶试点单位，接受了来自县总医院
的15名骨干力量的帮助，实现了县
乡两级的管理同质化、质控同质
化、救治方案同质化、优质护理同
质化、检查检验同质化、药品调配
同质化、队伍职责同质化。

长春镇是霞浦县最大的乡镇，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众多。

长春中心卫生院与宁德市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建立了紧
密型呼吸专科，这是宁德市三甲综
合医院与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
疗合作方面的创新尝试。

通过这一合作模式，宁德市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护团队
定期参与查房，还定期派遣医生和高
职称主治医师前来指导，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专 家 资 源 共 享 、同 质 化 管
理、技术带教指导、信息化平台
使用……霞浦县医院提升了基层
医疗机构“健康守门人”的能力。

随着上下联动机制的持续发
展，基层患者受益面不断扩大。

2022年，该县县域内医保参保
人员就诊率达到85.31%，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门急诊占比66.31%，同比
提升 4.1%。同时，在全省“优质服
务基层行”活动考核评比中，霞浦
县14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国
家基本标准11家、达到推荐标准3
家，达标率均居全市首位。其中，
溪南中心卫生院通过省级评比验
收，成为全市第二家社区医院。

面对基层待遇低、人才流失的问
题，霞浦县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比如，所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医务性收入按照不高于90%的比例
提取，作为绩效工资总额的增量部
分。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
经费在扣除成本（包含用于购买村
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后
的结余也按照不高于90%的比例提

取，作为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额的增
量。这些举措有效地提高了基层医
疗卫生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实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
采用“乡聘村用”模式，有效推进村级
卫生工作良好运行。乡镇卫生院与
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医生签订聘
用合同，按照当地职工最低工资标准
给乡村医生发放补助，并为其缴纳养

老保险。这一举措为乡村医生提供
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

此外，对驻岛村卫生所乡村医
生享受等同海岛驻岛干部待遇，额
外给予月补贴500元。这一特殊政
策鼓励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于海岛
医疗卫生工作。

让基层留住人才，守好健康第
一关，霞浦县正不断进行新的尝试。

如何发挥医疗资源的最大效
能，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抓
手，优化卫生资源配置？记者在霞
浦县崇儒卫生院找到答案。

去年 6 月 30 日，霞浦县中医
院、崇儒卫生院中医药医联体、医
养中心正式签约揭牌。这是宁德
市首个乡镇“医养结合”试点单位，
县中医院从医院管理、人才培养、
技术提升、双向转诊等方面对崇儒
卫生院进行指导和帮助，实现资源
共享。

65岁康利清（化名），患有颈部
脊髓损伤后遗症，不久前接受膀胱
造漏手术。术后，他在霞浦县中医
院康复中心治疗，每月的护工费+医
疗费在1万元左右，这对康利清一
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支出。

后来康利清得知，崇儒卫生院
是霞浦中医院的医联体单位，每天
都有中医院的医生来坐诊，医保报
销比例高，还提供养老服务。他算

了一笔账，回到崇儒卫生院治疗，
每月各项开支加起来只有 3000~
4000 元，整整少了 6000 元左右，经
济压力大为减轻。

“医养中心，减少了老年人，特
别是需要长期康复护理的老人，在
医疗、养老机构或者家庭之间奔波
的无奈，极大改善患病老人的健康
状况，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品质。”
霞浦县崇儒卫生院院长林宜菊表
示，分流到乡镇医疗机构养老中心
康复照料，既解决养老机构缺少医
护人员和床位的问题，降低老年人
养老成本，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又
能避免乡镇卫生院资源的浪费，提
高乡镇医疗机构人才、设备等资源
的利用率。

目前霞浦县中医药医联体工
作已覆盖3个乡镇，内部统一管理
运行机制基本形成，覆盖乡镇初步
实现小病在乡镇、疑难重病在上级
医院、康复回乡村的就医格局。

省市技术“武装”下沉
提升基层救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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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激励措施 基层留住人才

盘活基层资源 为患者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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