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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市以医共体建设为纽带，持续推
动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高标准实施示范
项目，使市域内医疗服务能力整体提升，让群众
就医更加便利， 基层医疗服务网底越筑越牢，推
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周口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

伐。
回望 2024 年，本报梳理出全市卫健系统惠民

举措。 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些举措带来的变化。

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实现“一次挂号管三天”

为方便群众看病就医，2024 年 7 月 20 日起，
我市决定在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实施

普通门诊“一次挂号管三天”惠民措施。
“一次挂号管三天” 是指患者到医院挂普通

门诊号就诊，如果因为检验或检查当天不能完成
诊疗，或者不能获取检验或检查报告，患者 3 天
内可携带报告到同一医院的同一院区、同一科室
复诊，无需再次挂号，患者挂一次号就能完成全
流程就诊。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是指医生接诊时可对患

者近期（检验一般为 1 个月内，检查一般为 3 个
月内）在具备互认资格的医疗机构所做的检查检
验结果进行参考。

据市卫生健康委统计，2024 年， 周口市二级
及以上医疗机构均实现线下检查检验结果应认

尽认， 线上有 81 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接入省
平台，调阅检查检验结果 525402 次、互认 354637
次，节省费用 6262212.5 元。

“家庭病床”“护理到家”服务持续推进

2024 年以来，针对行动不便或有特殊需求的
患者，我市持续推进“家庭病床”和“护理到家”服
务，切实将医疗护理服务送到患者家中。

在我市广大农村地区，以前要跑几公里到乡
镇卫生院就医的患者，如今可由村卫生室的医护
人员定期上门服务，并通过“一键呼叫”设备实现
远程问诊，甚至药品配送到家。 我市建立家庭病
床 989 张，实现特需患者“常规检验、监测治疗、康
复护理、费用结算”足不出户。 我市 35 所医疗机
构入驻“豫健护理到家”服务平台，入驻护士 2982
人，开展居家护理及护理咨询服务 547 人次。

大学生村医为基层医疗添活力

为优化村医队伍结构，促进乡村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健康发展，2024 年，我市新聘用 95 名大学
生村医，还聘用 46 名自 2021 年以来通过“医学专
业高校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政策”
进入村卫生室工作的大学生村医。

我市持续实施大学生村医公开招聘工作 ，
2024 年全市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招聘岗位
159 个。 这些大学生村医的加入，为村医队伍注入

了新的活力，有效提升了我市村级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和水平。

“乡聘村用”强化村卫生室服务效能

2024 年，我市以政府主导、个人自愿，依法依
规、公开招聘，积极稳妥、有序推进为原则，实施
乡村医生“乡聘村用”，引导符合规定条件的乡村
医生自愿与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
订劳动合同，纳入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

“乡聘村用”政策的施行，为我市广大乡村医
生提供了能力提升的通道。 受聘乡村医生所在的
村卫生室接受乡镇卫生院行政、 业务、 人员、药
械、财务、绩效、信息“七统一”管理。 乡村医生每
年接受两次免费岗位技能培训。

自 2024 年起， 我市计划 5 年内招聘 3500 名
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等专业
的应（往）届大专及以上毕业生，并将其分配至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其中，本科
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为 900 名。 这些人才在基层
岗位上至少工作 6 年。 截至 2024 年 8 月，我市引
进 365 名高层次人才，培训卫生技术人才 3222 人
次。

加强门诊统筹 让群众看病不贵

为让群众在家门口便捷就医、便宜用药，2024
年，我市推行村卫生室医保用药“三统三保”工作
机制，将大量质优价廉的药品送到乡村。 群众到
定点村卫生室买药可直接报销。 据了解，我市村
卫生室的医保药品目录 823 种， 集采药品平均降

价 62.92%，患者在村卫生室看病的次均费用下降
23%。 门诊统筹让城乡居民就近看病就医的意愿
更强， 增加了乡镇卫生院和村级卫生室业务收
入，减少了县级医保基金支出，减轻了城乡居民
门诊就医负担。

我市城乡居民中的高血压、 糖尿病患者，若
需药物治疗但未达到门诊慢性病鉴定标准，其使
用门诊用药范围内的药品费用可纳入统筹基金

支付。 2024 年，我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性病病
种范围进一步扩大，34 个病种在治疗时可获得一
定比例的费用报销。

乡镇卫生院 12项举措推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

2024 年， 我市在乡镇卫生院大力推行 12 项
举措：加强村卫生室公有化标准化建设、推进乡
镇卫生院达标升级、拓展服务范围、提升医养结
合服务能力、 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开展重大项目建设、发展壮大人才队伍、推动中
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健全慢性病防治网络、完善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推动“一老一小”服务
提质、推动基层医学学科发展。

截至 2024 年 11 月， 我市基层医疗机构均达
到“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的基本标准，其中，80
家基层医疗机构达到了推荐标准。 公有化标准化
村卫生室的比例从 9.7%大幅提升至 95.8%。 我市
实现了 “乡乡有中医馆 、村村有中医服务 ”的目
标。 这一系列举措有效弥补了我市乡村医疗资源
不足的问题，为我市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开创了新局面。
（文字整理 记者 郑伟元 图片提供 记者 郑伟元）

深化医改 让群众看病更方便
———2024 年全市卫健系统惠民举措盘点

郸城县汲冢镇卫生院主动健康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为群众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