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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恒口县域纵横

打破人事壁垒 恒口医共体改革“动真格”

全面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健康根基之所在。 恒口示范区自党的十八
大以来，积极推动医改往深里走、往实里走，探索创新“医共体”，打破人事壁垒，整合 3 个乡镇卫生院及 115 个村（社
区）卫生室，组建恒口示范区医共体总院，创新发展“互联网+”医疗服务，实现信息共享，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实现了老百姓家门口享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美好愿望。

时至今日，医患关系也一直是困扰着医疗行业的难题。 医
患矛盾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医生看病能力不足、医德不够，另
一方面则是患者对医生的认知、信任水平不够。 一直以来，人们
都在寻找一种可以解决医患矛盾的方式，医共体便是这样一种
尝试。

为推动实现“大病重病在本市解决、常见病多发病在县解
决、头疼脑热等小病在乡村解决”的目标，实现人民群众得实
惠、医疗卫生事业得发展的目标，恒口示范区在全面贯彻落实
中、省、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会议精神，其最大的特点就是
打破人事壁垒，恒口医共体改革“动真格”。

在医改和医共体建设推进过程中，恒口把健康当作“一把

手”工程抓，借助灵活的管理机制，结合区情实际，成立了以管
委会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区级领导任副组长，各相关人、财、
物、事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紧密型县域医疗健康共同体
建设领导小组。 同时，把卫生健康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政府、
医院、社会各方一起努力，从组织体系、管理模式、医保体系改
革等制度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探索。

紧盯医共体建设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打破人事壁垒，
发挥领导小组保障、管理、监督职责，通过系列配套制度，充分
彰显开发区体制优势，实现人、财、物、事统一调度，协同作战，
转变职能，全力推进引导医共体向正确方向前进发展。

从现实出发，创新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

通过四个月的奋战，目前，恒口示范区已初步形成医共体
“1224”综合改革新模式，撬动了医疗资源，让患者“少跑路”。

“1224”不是一组简单的数字，这是恒口示范区党工委、管
委会坚持惠民生、补短板的又一件民生实事，以重构县、镇、村
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为目标，以“一个总院、两个支撑、两项
改革、四个提升”来实现医共体的有效实施。

“一个总院”。 由示范区中心医院牵头，整合 3 个乡镇卫生
院及 115 个村（社区）卫生室，组建恒口示范区医共体总院，总
院不定级别，不增加编制，目前“恒口示范区医疗健康共同体总
院”“恒口示范区医疗健康共同体分院‘大同、梅子铺、恒口镇’”
牌子已挂。 这就意味着恒口医共体改革工作已进入了实际性的
攻坚阶段。

“两个支撑”。 一是提升医疗信息化设备和技术支撑；二是
健全医保体系支撑。 立足区情实际，创新发展“互联网+”医疗服
务，全面推进医共体基于大数据的服务运营能力，实现信息共
享，智能服务，全面补齐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短
板弱项。

“两项改革”。 实施薪酬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 全面建立激

励性薪酬分配制度，逐步推进年薪制，切实提高总院整体效能。
逐步完善薪酬改革，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总量放宽至全区事业
单位绩效工资总量的 3 倍， 提高奖励性绩效占比， 逐步达到
60%。建立激励机制，调动积极性。管理体制改革实施“七统一”，
即通过组建总院党委、组建医共体总院班子，明确了内部职责
分工，充分赋予总院人财物管理权限，逐步推进行政后勤、人员
队伍、绩效考核、药品器械、财务审计、信息系统管理等“七统
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管理体制；“七不变”，即医共体成员单位
保持原有单位行政、编制、政府投入、优惠政策、职责任务、资产
关系、债权债务“七个不变”。

“四个提升”。 通过示范区医共体“1224”综合改革新模式，
重构县域医疗秩序，整合医疗机构资源，形成了全区“一盘棋”，
构建了统筹“一张网”。 总院党委书记由卫健局局长担任，始终
坚持把医共体改革作为“一把手”工程，坚持公益健康服务导
向，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的作用，使全
区医疗健康共同体成为服务、责任、利益、管理共同体。 全面提
升医疗系统的综合服务能力、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中医药医养
结合能力、妇幼健康能力。

创新“医共体”，构建三级医疗服务网络

短短 4 个月，恒口医共体总体规划、统一布局、整合资源、
差异发展， 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区域内各级医疗机构的转型发
展，迈向了紧密型区域医疗健康共同体建设实施的新起点。

依托“医共体”平台，恒口镇中心卫生院通过“派一送一”方
式，不断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分院医疗服务水平提升，让辖区百
姓得到实实在在的 “健康红利”。 医共体总院深化人才下沉制
度，下派主治医师坐诊、查房以及专业技术指导，切实提升卫生
院的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 卫生院和总院双向互动，不定期选
送不同科室临床医师到医共体总院进修学习，通过相互交流跟
岗学习，引进新技术，应用到临床科室，切实提升常见病诊疗能
力，发挥群众健康“守门人”作用，真正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
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区”。

2023 年 3 月，医共体分院（恒口镇中心卫生院）门诊诊疗人
次同比增加 50%。 一季度完成老年人体检 1100 余人，随访高血
压患者 4200 余人，随访糖尿病患者 1050 余人次，随访重性精神
障碍患者 200 余人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6000 余人次，切实把

医疗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从某种意义上讲，统筹区域医疗资源、推进一体化发展是

一项重塑利益格局的复杂工程，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需要一
个强有力的主导机构和一位有足够威信、 能力和智慧的领导
者。

医共体的性质是一个事业化的运作实体与民生事业主体。
任何一项改革总是摸着石头过河，医共体更需要卫生系统的团
结和智慧，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支持，群策群力。 凭医疗卫生系
统单打独斗是不会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医共体建设所面临的外
部环境、财政投入、人员管理等问题。 也只有上级部门和党工
委、管委会的全力支持，医共体改革才能步入良性发展。

医共体打通了患者救治的最后一公里。
只有全社会都学会理解和尊重，建立起医患间平等、和谐

的关系，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医生的责任与担当，并深刻认识到
医生的职责是治病救人，以医者仁心贯彻到每一个诊疗过程中
去。 才能让群众就医更便捷，改革深入民心。

迈向新起点，群众就医更便捷

通讯员 胡自勇 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