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胡羽 
   本报通讯员 樊岩峰

  住院办理5 分钟、出院即时走，小小
一张“电子住院票”，大大简化了患者出
入院的流程。为打通服务患者“最后一公
里”，滨州市人民医院全面推开“电子住
院票”“病区办理住院”“床旁结算”服
务模式，为住院患者提供“一站式”入院
出院的全流程服务。
  滨州市人民医院的实践是滨州市智慧
医疗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滨州市下
大力气以“硬核”科技给医疗健康事业插
上了智慧的翅膀，让健康“触手可及”。
  7 月 12 日至7 月 13 日，“新闻媒体走
进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基层采访活动走进
滨州市，探访智慧医疗的发展成果。

云传输，云诊断 

智慧医共体

让基层群众更有“医”靠

  “这是做心电图的机器，村民可以
直接在卫生室做检查，相关数据通过 5G
网络传到远程心电会诊云平台，只需要
等待 3 分钟，心电图诊断结果就能传回
来。村民再也不用为了一个小检查跑到
区医院。”在沾化区富源街道罗家村卫
生室里，村医张维明向记者介绍道。
  以上转变源自沾化区对“医共体+智
慧医疗”服务模式的打造。富源街道罗
家村卫生室隶属于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医共体富源分院，承担辖区 7 个自然行
政村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服务人口 5800 余人。自 2020 年加入
医共体以来，医共体总院先后为其配备
了互联网医院仪器箱、远程心电等设施
设备。 2023 年以来，卫生室完成远程心
电 1167 人次，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
断、结果互认”的“共享医疗”模式。
放眼滨州，市级区域医疗影像云平台的
建设为群众带来了真真切切的便利。目
前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达到对接条
件的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全部接入市医疗影像云平
台。截至今年6 月，滨州市共上传167 万
人次影像检查数据，群众调阅影像检查
数据85 万多人次。
  “在罗家村卫生室不仅可以做心电
图等检查，还能直接视频连线省、市乃
至全国的专家，及时对患者进行远程会
诊。”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李强
说。沾化区通过医共体改革与北京 301
医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等联合成立“远程医疗
会诊中心”，外出转诊率由 23 . 14% 下降
到9 . 8%。
  在智慧医疗的助力下，滨州市医共
体建设取得了亮眼成绩。滨州市围绕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

下联动”分级诊疗工作要求，按照“ 1+
X ”模式组建运行县域医共体 15 个，覆
盖 89 家公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层诊
疗量占比达到69 . 58% ，居全省第1 位。

15 秒抓药，一站式服务

智慧中药房

破解传统中医医疗痛点

  在几百个储药柜中寻找药材，拉开
抽屉，抓药放到小秤上称重……这是人
们记忆里中药房医师为患者抓药的情
景，费时费力。而在滨州市中医医院智
慧共享中药房里，已然看不到医师忙碌
的身影，机械手臂正有条不紊地配药、
抓药，实现“流水作业”。
  “在智慧共享中药房，抓一服药只
需要 15 秒钟，大大缩短了患者的等候时
间，也减少了患者来回奔波的麻烦。”
滨州市中医医院药学部主任崔智峰介绍
道。滨州市中医医院智慧共享中药房于
2022 年 10 月底建成，是滨州市第一家智
慧中药房。该药房配备全自动中药房信
息系统，覆盖接单、审方、调剂、煎
煮、包装、配送等环节，采用自动化、
现代化的流程及设施，提高了配药准确

性和用药安全性，缩短了患者等药取药
时间。
  据了解，智慧共享中药房运行至
今，院内日均调剂 160 个处方、院外日
均调剂 60 个处方，患者平均等候时间为
18 分钟，累计服务达 11 . 58 万人次。目
前，滨州市市东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和滨
州市立医院 2 家合作医疗机构已全部接
入了智慧共享中药房的信息平台。

智能助浴，人性化服务

智慧康养

点亮“银发族”数智生活

  “在穿衣、吃饭、上下床等日常护
理中，最困扰失能老人的便是洗澡。我
们配备了智能洗浴机器，为入住康养中
心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免费助浴服
务，解决此类老人的洗澡难题。”滨州
欣悦康复医院工作人员介绍道。在欣悦
康复医院，这样的智能服务器械还有很
多，既能为患者的诊断、治疗、康复提
供重要支持，也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的
生活服务。
  位于滨州市高新区的欣悦康复医院
是高新区医养联合体项目的一部分，该

院是以特色康复、健康管理、健康睡
眠、远程智慧医疗、职业健康诊疗、教
学实践等十大功能为一体的现代化二级
康复医院，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老年康
复技术应用推广单位。滨州市以欣悦康
复医院为试点，搭建智慧医院系统、区
域卫生系统以及家庭健康系统组合的智
慧医疗服务。
  据了解，滨州市委、市政府将医养
健康产业作为推动产教融合型、实业创
新型“双型”城市建设的重要领域，在
养老、医疗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
策，医养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政策合力
正加速形成。截至目前，全市医养健康
产业企业共计 189 家，医养健康产业主
营业务收入突破100 亿元。
  改善医疗服务没有终点，提升患者
满意度永远在路上。“今年以来，滨州
市聚焦改善群众看病就医体验，出台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百日攻坚 90 条举措
和专项整治 40 条措施，不断加强智慧
化、信息化、智能化应用，着力优化人
民群众就医体验，加强医疗机构内涵建
设，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和便
捷化水平，真正让群众就医更便捷、更
放心。”滨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主任王东说。

  □记者 李丽 通讯员 刘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自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全省卫生健康
系统开展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百日攻坚行动暨“四送四
进四提升”健康促进行动开展以来，济南市卫生健康系统
以改善群众实际感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组织委属单位
重点科室专家组成义诊队伍，进乡村为村民送健康服务。
目前，已开展50次义诊活动，义诊人数约8000人。
  据悉，济南市卫健委以卫生健康系统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百日攻坚行动暨“四送四进四提升”健康促进行动
为载体，对照省卫生健康委部署的50 项攻坚任务，细化
整改措施，实行“专班式、台账式、清单式”推进机制，
持续优化诊疗服务流程、创新诊疗服务模式、改善诊疗服
务环境，采取包保签约、机构合作、资源下沉、专家学科
联盟等形式，全力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记者 李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通
知，公布首批国家级医疗应急专家组人员名单，我省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陈玉国等18名专家入选。
  国家级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主要职责是：受国家卫生
健康委委托，对全国医疗应急能力和体系建设提供政策建
议和专业技术支持；根据实际需要赴现场指导和参与突发
事件的医疗应急和救治等工作；研究制订医疗应急管理和
技术规范等；承担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的其他工作。

  □记者 李丽 通讯员 苏建光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山东省卫生健康委把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作为重点内容，实施了“健康证明”全程网
办、创新应用“静默认证”、优化服务“减证便民”三项
举措，聚力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推行“健康证明”全程网办。针对“健康证明”涉及面
广、群众需求大的特点，在东营、烟台等市试点推行“健康证
明”电子化，实现在线申领、手机持证、一网通查、电子亮证，
群众无须再申领纸质健康证明，切实提高了办事效率，改善
了办事体验。
  “静默认证”创新应用。坚持“便民、高效、精准”，积极协
调相关部门，建立智慧比对认证、自助认证、人工认证“三位一
体”，智慧比对认证为主的认证模式，推动完善高龄老年人口信
息、殡葬信息、死亡信息共享机制，通过信息智慧比对，对居住
在户籍所在地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
  “减证便民”优化服务。明确实施告知承诺制的证明
事项58 项，简化提供材料数量。深化电子证照应用，完
善“发证”“用证”事项清单，按照“成熟一个、发布一
个”原则，11 个证照实现数据统一归集、标准化归集和
实时归集，8个证照依托“爱山东”APP实现“亮证”。

  □记者 李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 月1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联合印发
《关于印发第五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名单的通知》，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菏泽医
院和泸州医院双双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山东省立
医院作为输出医院，两家依托医院同时获批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项目，在省内尚属首例。此次获批的还有中国中医科
学院西苑医院济宁医院。之前山东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项目的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德州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

  □ 本报记者 李丽 胡羽

  传承中医药文化，传播中医健康养生理
念。 7 月 11 日，由大众日报联合山东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主办的首个中医科普直播栏目
《大众名医馆•中医堂》正式揭牌。该栏目
以传播中医文化、宣传健康理念、指导健康
行动为主旨，将定期邀请省内知名中医院专
家做客节目，就疾病诊断与防治、中医养生
理念以及特色诊疗技术进行科普宣传，打造
健康山东中医品牌。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牟善勇表示，弘扬传承中医文化，需要社
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配合。大众报业集团是
山东省重要的主流舆论阵地，此次共同开办
《大众名医馆•中医堂》，以“名中医”这
一中医药特色的文化元素切入，通过报纸、

互联网等现代传播手段，让中医药健康养生
文化走近百姓身边。
  《大众名医馆》是在山东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指导下，由大众日报主办的省级党媒医
学科普直播栏目，自2020 年开办以来，至今
已经举办近百期，单期播放量突破200 万，
已经成为全国省级党报的名牌栏目。中医科
普直播项目《大众名医馆•中医堂》，是山
东省传播中医药文化和中医药特色疗法的一
个新阵地，也是普及中医养生理念、打造健
康山东中医药名片的一个新窗口。
  “相信通过《大众名医馆·中医堂》栏
目的打造，一定会助力儒医文化和中医药文
化更广泛更快捷更立体地传播，在全社会进
一步营造‘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的浓
厚氛围。”大众报业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编
辑王修滋说。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院长邓华亮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齐向华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阎兆君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王中琳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滕晶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研究员张希林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主任医师李春林
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杨继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刘金星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郭栋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李静蔚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贾红玲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李丽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陈云
济南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万红棉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付军
泰安市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主任郗洪滨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王晓燕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中药炮制所所长石典花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王平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制剂中心副主任邵新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主任药师曲远均
山东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于华荣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毕鸿雁

基层诊疗量占比达到69 . 58%，全省居首———

滨州打造智慧医疗高地，让健康“触手可及”

山东省立医院菏泽医院和

泸州医院获批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项目

省卫健委三项举措

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我省18名专家入选

首批国家级医疗应急专家组

  □记者 李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 月 5 日-6 日，省卫生健康委、省直机关

工委和省总工会联合主办的全省重大传染病现场流行病学

调查处置技能竞赛省级决赛在济南举办。

  全省各地、省属医疗卫生单位选拔产生的97名优秀选

手进入省级决赛，经过1天半的激烈角逐，产生了本次大赛

的个人奖和团体奖。烟台市代表队获得团体特等奖，德州

市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济南市等6 个代表队分获团体

二等奖、三等奖；烟台市高娜娜获得个人特等奖，潍坊市孙

清、滨州市宋志慧、淄博市曹海霞、省疾控中心韩扬4 人获

得个人一等奖，烟台市王芝英等24人分获个人二、三等奖。

重大传染病现场流行病学

调查处置技能竞赛决赛举办

济南市卫生健康系统

50次义诊送到百姓身边

  □记者 李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 月 14 日-16 日，由山东省医师协会主
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和解
放军960 医院共同承办的山东省医师协会脊柱显微微创医
师分会年会暨脊柱感染学组成立大会和第二届全省脊柱显
微微创高峰论坛在济南召开。
  山东省医师协会脊柱显微微创医师分会是全国第一个
成立的省级脊柱显微微创医师分会。分会成立以来快速发
展，相继成立潍坊市医师协会脊柱显微微创分会、脊柱内镜
学组和感染学组。
  此次年会邀请了天津大学天津医院马信龙教授、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韦峰教授、联勤保障部队909 医院刘晖教授、
等国内二十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围绕脊柱显微微创外科技
术规范与进展进行专题讲座。来自全省各级医疗机构从事
脊柱外科相关工作的176 余名委员通过线下线上两种方式
参会，1万余人次在线观看会议直播。

山东省医师协会

脊柱显微微创医师分会年会召开

让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走近百姓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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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胡羽 报道
  7月12日下午，滨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李强在沾化区医共体管理中心介绍医共体信息化应用。

  □ 李丽

  日前，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
经验交流暨推进会在威海市召开。这是我国
启动首批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一
年来，首次召开的全国性的建设经验交流会。
  推动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
是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中医药服务需求的重要举措。一年来，山东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持续推进，形
成了一份独特的山东答卷，收获不错效果。
  中医药发展好不好，重点在基层。数据为
证：全省共有10个市、110个县被评为国家基层
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数量居全国第一位。实
现了“六个全覆盖”，即县（市）政府办中医医院
设置全覆盖，县级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全

覆盖，二级以上政府办中医医院康复科和治未
病科设置全覆盖，二级以上政府办中医医院代
煎中药配送到家全覆盖和预约诊疗全覆盖，全
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国
医堂）设置全覆盖。99%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
82%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基层中医药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是维护
人民群众健康的基础保障。立足于让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好的中医药服务，山东强
化政府责任、创新方式方法、事业产业并进，推
动基层中医药事业发展。
  中医药发展行不行，离不开好政策。山
东率先推出“改革中医药价格和医保政策”，
将符合条件的各级各类中医药机构及时纳入
医保定点、省内和跨省异地就医联网结算范
围，中医药机构区域辐射力不断提升。医保

总额向以中医药收入为主的医疗机构倾斜，
促进中医医疗机构健康发展。在474 家中医
医疗机构开展中医日间医疗服务医保支付试
点工作，累计为16 . 42 万人次报销医保费用
5 . 57 亿元，实现医保患三方共赢。山东牵头
15 省开展全国首单中药饮片省际联采，21 个
中药饮片品种共有100家企业中选，平均降价
29 . 5%，最大降幅56 . 5%。从这些数字可以看
到，山东中医药发展善于从顶层设计上系统
布局，创新机制。
  中医药发展强不强，关键在人才。山东
强化师承教育平台建设，建设“三经传承”基
地 10 个、省级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103 个、齐鲁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34 个；
推动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常态
化开展，培养第七批国家级名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继承人108名，省级名中医传承人1151
名。不仅如此，山东探索中医药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创新实施多层次师承教育项目，推
行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相结合，推动师承教
育贯穿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全过程。省级
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储备方面，山东实施省级
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育项目，培养10 名中医
药学术领军人物，70名中医药学科带头人；遴
选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30 名、山东省名
中医（药）专家240名、山东省基层名中医（药）
专家300 名。山东深化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和优化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激发中医药
人才创新活力，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智力
支持和人才保障。
  强基层，强政策，强人才，中医药发展最
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百姓健康。

国家级中医药交流会为啥在山东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