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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71岁的李大爷因言语含糊4

小时，被送到南平市第二医院，神志清楚，无
明显肢体麻木、无力，NIHSS（美国国立卫生
研究院卒中量表)评分为1分。入院第二天，
主管医师查房时发现李大爷嗜睡，言语不清，
口角歪斜，左侧肢体瘫痪，NIHSS 评分为 12
分，检查发现有脑梗死风险。

李大爷发病已超24小时，病情还在持续加
重，若不立刻手术干预，可能导致身体瘫痪，甚
至危及生命。

南平市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方
翔派驻在南平市第二医院神经内科担任主
任，他当机立断，与患者家属沟通病情并取得
同意后，组织科室团队为患者行右侧颈内动
脉闭塞急诊取栓术。

手术很成功，术后李大爷恢复良好，并
无太多后遗症。这场手术是南平市第二医
院首例右侧颈内动脉闭塞急诊取栓术，同
时，也是方翔到南平市第二医院后开展的多
项新技术之一。

据悉，为了强化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打破
传统医疗服务格局，综合地缘关系、人口分布、
医疗卫生资源分布等因素，南平市采用“12+
11”建设模式（即：建设1个城市医疗集团，组建
2个片区，内部建设1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加
强医疗集团与中医医疗联盟、精神医学专科联
盟等1批高水平专科联盟协作），推进医疗集团
内市属医疗机构深入融合绑定，对南平市第一
医院、第二医院进行整合，统筹调配资源。建
立“双向互派”交流机制，由市第一医院选派行
政职能部门与临床专家，以“首席专家、双派科
主任、技术主任”的形式下沉，逐步提升市第二
医院管理能力及医疗服务水平。

2024年南平市第二医院运行重点指标与
2023年同比表现为“三升两降”，即：出院患者
手术人数占比增长2.53个百分点、出院患者微
创手术人数占比增长0.91个百分点、三四级手
术人数增加1103人、手术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下
降62.5%、平均住院日下降5.24%。

在社区就能看大专家

▲方翔副主任医师（左二）与南平市第二医院神
经内科黄嘉翔主治医师（左一）、周俊伟主任医师
（右一）共同为患者进行手术

为了更好地提升
整体医疗技术水平，
南 平 市 分 为“ 三 步
走”，实现“联动式”
发展。

一是高位嫁接优
质医疗资源。2024 年 3 月，南
平市第一医院与福建医科大
学附属协和医院正式签署省
级区域医疗中心帮扶共建协
议，由协和医院作为输出医
院，依托南平市第一医院打造
辐射闽北的武夷新区综合医
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充分发
挥输出医院在人才培养、科研
教学、学科建设、继续教育等
方面优势，带动南平市诊疗服
务能力全面提升。

二是高效帮扶基层医疗
机构。南平市第一医院、第二
医院通过下派专家、业务培

训、教学讲座等方式，加强对
城市医疗集团基层成员单位
的帮扶，围绕常见病多发病的
诊疗、急危重症早期识别、慢
性病防治的新指南和新理念
等重点，全力推动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提升。

三是高质推进全科专科
协 同 。 医 疗 集 团 强 化 专 科
能力建设，主动融入“4+N”
全民健康网格化服务体系，
医疗集团内二、三级医院选
派 优 秀 医 疗 人 才 参 与 到 片
区内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通
过 对 口 帮 扶 、托 管 规 培 、远

程服务等方式，下沉指导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不 断 优 化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推动基
层 医 疗 机 构 的 医 疗 服 务 水
平快速提升。

未来，南平市将继续深化
改革，不断完善医疗服务体
系，结合“4+N”全民健康网格
化服务工作推进，为城市居民
的健康保驾护航，让优质医疗
惠及更多群众。

为了打破基层群众享受优
质医疗服务的地域限制，城市
医疗集团精心组织南平市级专
家下沉至基层。

今年以来，城市医疗集团
二级以上成员单位向基层成
员单位下派专家 146 人，开展
门诊5504人次，开展查房4719

人次，促进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提升。

城市医疗集团全力推进远
程医疗技术普及，其中远程影像
分析和远程心电会诊，成为提升
基层诊疗准确性的关键力量。
在面对疑难病症时，开展远程视
频会诊，市级专家与基层医务人

员实现实时沟通交流。
患有糖尿病的刘阿姨在

南平市建阳区崇阳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时，遇到血
糖控制的难题，基层全科医生
借助远程视频会诊系统向市
级专家求助。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刘阿
姨血糖控制平稳顺利出院。“很
方便，在社区住着就能有大医
院的医生管，不用奔波。”刘阿
姨感慨。

不仅如此，城市医疗集团
构建起完善的上下转诊机制，
依据患者病情，严格落实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
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截至目前，城市医疗集团
已成功完成上下转诊595人次，
其中216人次为危急重症和疑
难病症患者上转至上级医院，
379人次为病情稳定、需康复治
疗的患者下转至基层。转诊全
程，城市医疗集团确保患者信
息无缝对接，为患者提供连贯、
全程的医疗照护。

2023年，南平市入选国家卫健委公布的81个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城市。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通过“一体化”管理、专家下沉、远程医疗、“4+N”服务团队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南

平市打破了医疗资源的地域限制，显著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能力，构建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刘伟芳 通讯员 叶昌武

推动“一体化”管理
医疗服务水平“跨越式”提升

“12+11”模式破局 南平市入选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城市

拓宽协作通道
实现“联动式”发展

专家下沉、远程医疗
注入基层医疗新活力

▲南平市第一医院与延平区医院成立联合病房南平市第一医院与延平区医院成立联合病房

▲南平市第一医院消化内科程艳
洁副主任医师在水东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为患者做胃镜检查

▲南平市第二医院呼吸内科吴军
主任为社区居民开展科普讲座，讲
座结束后为居民们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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