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疗卫生服务通达“最后一公里”
信息化建设持续释放医改红利

去年 10 月，我市医
改推进现场会在南川召
开——以大数据智能化
为医改赋能，南川的信息
化实践引来全市关注。

依托区域智慧医疗健
康服务平台“一张网”，坚
持实施信息化建设“一盘
棋”，南川呈现出城乡医疗
资源有效互动、公共卫生
均衡发展、医疗质量明显
提升的良好局面，交出了
一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高质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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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
卫生信息形成全域网络

资源下沉
城乡就医实现同频共享

南川区面积2602平方公里，辖
3个街道、31个乡镇。

面积广、居住人口分散、乡村交
通不便等现实，导致这里在过去很
长时间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群众
看病就医难矛盾突出。

破解这些难题，是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关键，也是南川医药卫生
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

2019年11月10日。67岁的刘
远连因突发胸痛，来到水江镇中心

卫生院就诊。在看过病人检查报告
后，卫生院医生程伟点开了手机上
的远程问诊APP。很快，南川区人
民医院心内科医生“接手”了这一病
例。在线查阅了病人的过往病史、
检查结果后，给出了转院行PCI术
的建议。

在镇医院就可以享受到区医院
的专家治病——同样是因为有了智
慧医疗健康服务平台的互联互通，
这样的共建共享，在南川广大农村

地区得以成为现实。
借助服务平台这张“网”，南川

区所有的公立医疗机构、民营医院、
个体诊所，实现了公共卫生服务、医
疗保险服务、移动支付服务、影像报
告图像、检验报告等医疗健康数据
在区域内的全面共享。

在此基础上，区人民医院、区中
医院、宏仁医院作为牵头医院，与全
区所有基层医疗机构建立起医疗共
同体，实现“医通、财通、人通”。依托

医共体，又建立了远程诊疗系统，将
远程诊断、远程会诊、双向转诊、区域
临检等分级诊疗集成到系统中。

如此一来，基层医生拿不准的
病例，可以实时求助上级医生。数
据的迅速往来间，不仅极大提高了
治疗效率，也提升了基层卫生医疗
的服务水平。

如今，信息化搭建的桥梁，让南
川基本实现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

式，让患者逐渐回归居住地就诊。
近年来，该区基层就诊率明显提
高。据第三方评估，群众满意度均
达到90%以上。

“以信息化建设、智慧医疗服务
为载体，让优质医疗资源可以下沉，
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实现
了城市与农村看病就医的同频共
享。”南川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人
表示。

延伸触角
做细做实公共卫生服务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
同时，信息化建设的另一大贡献，是
延伸了公共卫生医疗服务的触角。

2019年12月27日。一大早，
金台村的建档贫困户李云华和刘龙
英夫妇便不时向门外张望——当
天，是他们的签约家庭医生冉启念
上门服务的日子。而冉医生的到
来，总是让老两口充满期待。

刚一进屋，冉医生就忙活开
来。量血压、测血糖……常规操作
后，又开始指导老人按时吃药，宣传
最新的健康扶贫政策。

“今天还没拍照哦！”接受检查的

间隙，刘龙英突然提醒到。“要拍，要
拍。”冉启念于是笑呵呵地掏出手机，
拍下了和老人的合影，点击上传……

家庭医生上门，跟拍照有什么
关系？原来，这是南川智慧医疗健
康服务平台设计的创意。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一种新型
基层医疗服务模式。然而，在实践
中，这一模式由于缺乏有效监督，往
往难免流于形式。

如何借助信息化手段，将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做细做实？南川创新
开通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手机端
APP。

通过这个APP，签约居民和家
庭医生之间可以进行健康咨询、慢
病随访、视频通话等实时互动。更
重要的是，借助手机的GPS定位功
能，家庭医生上门与否全部实现“有
迹可循”，再加上服务过程中的影像
实时传输，真正确保了签约服务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

以前在纸上“打勾勾”，如今有
数据作支撑——信息化助力，让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成为南川公共卫生
医疗服务的一大亮点，在业界引起
广泛关注。

强化监管
数据助力推动行业发展

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是一张
“大网”。这张“网”上的26项应用，
于患者而言，是惠民；于医生而言，
是惠医；对行政管理部门来说，同样
有着行业监管的便利和实惠。

比如通过个体诊所信息化监管
系统，南川区所有诊所的名称、医生
姓名、人脸采集、头像照片、手机号
码等一目了然。进入监控界面，诊
所就诊情况、医生坐诊情况清晰可
见。而系统采用的人脸识别技术，
则可规范个体诊所医务人员不到
位，非法执业和挂证行医等问题。

据介绍，目前，平台的医疗保
障、家医签约、药品目录、疾病分布、
预测预警等8个主题服务系统，均
可有效为行政管理部门提供智能综
合监管和决策数据支撑。

今年，南川还将在此基础上，探
索建立区域平台的处方点评系统，
把全域医疗机构的所有处方输入平
台，以规范医生用药习惯，达到事中
和事后监管。

“南川区通过信息化助推医改，
在促进医疗资源下沉、方便基层群
众看病就医、加强全行业综合监管

等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市卫生健
康委员会相关负责人曾作此评价。

借助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平台这
盘棋，南川不仅努力冲破制约医疗
资源均等化服务的瓶颈，破解了医
改中的道道难题，打通了医疗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更重要的是让老百
姓看病就医基本实现了信息化服
务，有效推动了区域医疗卫生健康
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王萃 王静
图片由南川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

医院分诊排队系统专用于医院分诊排队叫号，能有效地改善服务环境提高工作效率

家医团队现场签约

区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在展示院内导航系统

南川区远程影像诊断中心

以前要跑3个地方才能报销的治疗
费用，如今在医院就能“一站”搞定——
日前，南川区木凉镇云都寺村建卡贫困
户胡祥友（化名）就体验了一次这样的便
利。

因为轻度脑梗，胡祥友在南川区人民
医院进行了住院治疗。办理出院时，受益
于“一站式结算”，他只缴纳了自费的
1131.56元，就结清了所有手续。

而在“老病号”胡祥友的记忆里，这样
的过程在以前可“没那么简单”。

此前，他除了在医院结算基本医疗保
险、大病保险(大额医疗)，还需要到民政部
门和保险公司报销民政救助、扶贫医疗救
助和精准脱贫保这几部分费用。而今，所
有花费直接在医院结算，再由医院跟相关
部门对接，于患者而言，可谓省事又省心。

胡祥友或许不知道，在他的方便快捷
背后，事实上是南川区“互联网+医疗”改
革的赋能助力，而由此延展开的，则是南
川以信息化为抓手，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的宏大叙事。

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任何行业都离
不开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与支持。

深谙这一规律，南川顺应发展大势、
回应民之所需，早在2013年，便开始探索
基于大数据信息化的智慧医疗健康服务
平台建设。

截至目前，这一平台已经聚合了包括
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在内
的26项日常应用，并且集成了全区40家公
立医疗机构、12家民营医院、100家个体诊
所的1500万余条医疗健康档案数据——

这绝不是一组数字的简单叠加。它
们意味着，南川全域已经形成卫生信息

“一张网”，实现了贯穿区—乡—村的医疗
健康数据互联互通。

正是基于这种互联互通，2018年，南
川能够在全市率先自主开发出健康扶贫
一站式结算系统。而依托这张“网”，南川
老百姓的就医获得感、便捷度，还在全面
延伸。以一个简单的公众号为例，就是很
好的证明：

2017年，“南川区公众健康服务平
台”正式上线。实名认证后，南川居民不
仅可以通过手机一键查询自己的健康档
案、就医信息，还能实现检查检验结果自
动推送、预约公共卫生服务等。

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在南川的
医药卫生领域，得到了生动践行。

医院工作人员在帮助群众使用自助服务机

南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