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乡 镇 卫 生 院 还 能
看了病”到“先去乡镇卫生
院看吧”，从“一见到重病
人就恐惧”到熟练识别重
症及时转诊，从一年住院
十多个病人到现在 400 多
个病人，在孝义，一所普通
的乡镇卫生院借“一体化”
的东风， 出了一条市乡
紧密联动、基层能力跨越
提升、群众普遍受益的医
改新路子。

梧桐中心卫生院，也就
是现在的孝义市医疗集团
人民医院梧桐分院，为何能
在短短几年时间成长为3万
多梧桐新区居民的新“医
靠”？走进梧桐分院，体验
一体化改革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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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光纤、一个摄像头、一台电脑，通过上

传的医学影像和病人信息，霍秀武医生通过网

络就可以与人民医院、省会城市的专家“面对

面”会诊，让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2009 年大学毕业后通过招聘考试成为岭

北村的村医，霍秀武开始和 2 名村医共同为

1000 多名村民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原来

有病人只能靠自己琢磨，2017 年全面实行行

政、人员、财务、业务、绩效、药械“六统一”后，总

院与分院同质化管理，现在遇到疑难杂症，有远

程 B 超室、远程心电室、远程临床检验室等，直

接与人民医院专家远程会诊，技术提升了，工资

也由三千多涨到了四五千。

在前营村卫生所工作了十八年的张立新，

最近遇到一个盗汗不止的病人，开了中成药不

见效后，利用每周四、五人民医院专家坐诊的时

间请教取经。任天贵主任开了两副中药就让病

人药到病除，让张立新又涨了新知识，“现在技

术、职称都要努力！”医卫融合提升工程实施以

来，三年间 4名村医考取了执业医师资格，10名

村医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41名村医均取得

《乡村执业合格证书》，为开展市乡村一体化服

务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2018年考取中级职称的高淑霞，是一名乡

级卫生院医生，在一体化以来的带教示范中，她

快速成长。以前没有接触过气管切开的重症病

人，见到重症病人就恐惧，现在在专家的指导下

可以熟练识别重症，及时转诊，诊疗技术提高

了，病历书写也规范了，打电话咨询的病人也越

来越多。原来只能开个慢性病药的她，技能越

级，也真正体会到治愈病患的获得感、自豪感，

医生的使命感、责任感也越来越强。

“只有长期沉下来，手把手带教，才能从根

本上提升村医、乡医的技术水平”，2017年担任

梧桐分院院长的梁向光，把能力提升作为开展

一体化工作的切入口。总院对分院每年开展各

种业务学习培训 40余次，开展老年服务专项适

宜技术培训 25 次，覆盖分院 70 余名职工和 50
余名乡医。

充分发挥市人民医院管理和团队优势，对

分院行政、业务、后勤保障等 10余个科室，实施

同一标准要求，同一业务培训，同一标准考核，

同一绩效发放的管理模式。

重新修订完善医护核心管理制度 30余项，

制订《梧桐分院五年发展规划（2017-2021年）》，

对全院医护服务和质量严格要求、严格培训、严

格考核奖惩，实现了总院与分院的同质化管理。

人民医院医务科、护理部、质控办、院感科、

人事科、院办等各职能科室定期赴分院检查考

核指导工作，分科对接，具体指导，逐步使总院

的管理模式和机制在梧桐分院规范到位。

“大家都愿意来，老专家、退休返聘的，医患

交流不再冷冰冰，和村民交流也多了，能更多地

了解老百姓真正医疗需求。”任天贵主任是人民

医院中医方面的专家，与人民医院各职能科室

的主任一样，长期派驻梧桐分院，除了坐诊，带

徒弟，还定期为梧桐新区的老年人分析体检报

告，做健康指导和跟踪治疗。

根据报告，他细心地叮嘱村民日常生活、饮

食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时间长了，和村民都成了

朋友。“任主任来了，十二点多也走不了，我们体

检了也真正重视起来了，早诊断早治疗，而且省

下挂号费，专家号一次 24.5元，我们不用挂号就

能享受专家治疗。”

据梁院长介绍，孝义市人民医院派出具有

副高以上职称的科室业务骨干以及行政医疗护

理药剂检验等人员 30余人长期到分院工作，通

过专家坐诊、教学查房、带教示范、开展义诊、远

程学习等一系列措施，新开展 B超、检验、影像、

远程会诊中心、互联网门诊等医技项目 20 余

项，开展老年病康复服务、骨伤、口腔、急救等临

床技术 5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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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月初九到现在，南梧桐村民龚俊珍的

老伴已经入院进行康复 3 个月了，“刚来的时

候，右肢体指挥不了，腿蹬蹬蹬地就是迈不开，

说话听不清楚，口水流的，在人民医院手术完就

来梧桐分院康复，治疗康复一体化效果真是不

错，现在说话能听清了，腿也能迈开了，他也觉

得能恢复了，对自己有信心了”。

梧桐分院和自己家就隔着几栋楼，能在家门口

康复治疗，省却了老人的很多烦恼。一个月康复费

用不到一千元，还能报销，老百姓能承受住。龚奶

奶直言，65岁的人了，贵了真舍不得治，肯定闹得一

天也不住，怕给孩子们增加负担，去大医院又要找

车、挂号、排队，太麻烦，全家人都拖累不起。在这

里医生不时询问感觉，告诉怎么做，今天动了两下，

明天多动两下，在医生的鼓励下，他自己就积极配

合想早点康复了。“我记不住，细心告我，这里的医

生和护士热情，态度好，很暖心，病人也恢复得快！”

梧桐分院不仅让普通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

成为现实，还逆袭成为人们康复治疗的首选。经

商办企业的李女士去年 12月在天津进行踝关节

手术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康复医院，经人介绍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在梧桐分院进行了 2次康复

训练后，就笃定了这里。“态度好，最重要技术好，

服务热情，一视同仁，对每一个病患都认真细心

讲解，原来坐轮椅，现在我已经能自己走了。”

康复一个人，幸福全家人。见多了一个病人

拖累一家人，康复医学科主任郭彩华深有感触，

抓住早期康复点，提高病人生活质量，节省了时

间、精力，更有益于病人的情绪和身心健康，康复

治疗不仅延长了生命长度，也拓宽了生命宽度。

“乡镇医院还能看了病？”“家门口就有这么

好的医院何必舍近求远！”如今，梧桐分院正慢

慢影响着人们的就医观念，在重塑患者对基层

医疗机构的信任路上，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梧桐新区有 2 座老年公寓，60 岁以上的老

人有 4300 余名，卫生院因地制宜，将老年人健

康管理作为重点工作。由孝义市人民医院 18
名医护人员和原梧桐卫生院 11 名医护人员组

成一体化科室，设置床位 60 张，开设康复型老

年病科，开通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购置老年病

科及康复医疗设施。楼上居家养老，楼下看病

保健，“医养康”的工作模式，既落实了分级诊疗

制度，又将专家坐诊、绿色通道、家庭医生等医

疗资源配置更加均衡。

从脑梗偏瘫到坐起来、站起来，再到下地行

走，享受健康生活，诸如此类病例不胜枚举！梧

桐分院也因此赢得村委的认可，免费提供两处

沿街门市作为社区康养服务站，支持开展一体

化服务。如今，不仅汾阳、介休、灵石、交城等地

的病患前来康复，四川、重庆、湖北等外省工人

也纷纷慕名前来。

作为一所乡镇卫生院作为一所乡镇卫生院，，梧桐分院原来只梧桐分院原来只

有有 22002200平方米业务用房平方米业务用房，，随着一体化改革的随着一体化改革的

推进推进，，该市医疗集团投入该市医疗集团投入 450450万元万元，，对其进行

现代化病区改造，并新增 3000平方米业务用

房，整体规划为康复住院楼和颐康门诊服务

两大服务区，增加第二药房、第二收费处、公

共卫生健康档案、健康小屋、健康大讲堂、远

程会诊室、妇幼保健室、老年健康管理指导

站、日间治疗中心等 10余处工作单元。

“乡级医疗标准享受市级医疗服务”，投

资 100 余万元购置 DR、数字化 X 光机、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等检验、医疗康复理疗器械 80
余件，增加信息化设施 20余件 20万元，在梧

桐分院就可以化验肝功能、肾功能等。一位

糖尿病人算了一笔账，在人民医院化验肝功

能一次 54元，在梧桐分院一次 35元，省了 19
块不说，还省了往返时间和打车费，方便实

惠。

在古香古色极具浓郁中医药文化的颐康

苑，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和分院康复科

专业人员共同组建成立了脑卒中防治中心，

开设中医馆。中医、中药、针灸、理疗、康复专

家联合出诊，22位专家治疗专业、特色，出诊

坐诊时间表一目了然。村民们在此可以享受

针灸、理疗、熏蒸、牵引、足疗、三伏贴、三九

贴、中医体质辨识以及治未病等特色服务。

档案室，公卫科的马志丽将北梧桐村民

苏大姐的随访记录录入电脑，并叮嘱血糖高

的话半个月再随访一次，如果血糖还高建议

去上级医院治疗。梧桐分院每年为 65 岁以

上居民免费体检一次，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

病人每年 4次随访，孕产妇只要拿上户口本、

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孕期检查。

卫生院逐年完善基本公卫网络、更新设施、

增加人员，从原始医学资料采集、登记、分析和

应用到重点人群行为干预和持续改进，都实施

严格要求和考核，目前为梧桐新区居民免费体

检 2.9万人次，完善居民健康档案 2.9万份，实行家庭医生签约

1.8万人次。其中健康扶贫、五保户等特殊人群2914人。

新时代、新机遇、新制度，无不催人奋进。“人民医院选

派梁院长兼任分院院长后，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之前任副

院长，虽然行政事务繁忙，梁院长还是抽出时间发奋钻研，

晋升为正高职称。院长都这么努力，带动我们也是加鞭奋

蹄往前赶！”在医院领导干部的带头垂范下，有 3名医务人

员晋升为副高级职称，8名医护人员晋升为中级职称，6名

医师取得全科医师职称。

床位数由 12 张增长为 60 张床位，医务人员由原来的

24 名增加为 74 名。三年来，门急诊患者逐年递增 22.6%、

27.1%、39.2%；住院患者逐年递增 16.7%、21.4%和 41.7%；

治疗病种由原来的 35种扩大到 117种，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实施绩效考评，绩效逐年增加，职工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

卫生院整体服务能力达到全省一流乡镇卫生院水平，成为

山西省优质服务基层活动先进单位。

医院搬到家门口，市级诊疗，乡级康复，村级保健，病人

有了新“医靠”；技术传承手把手，专家坐诊，教学查房，带教

示范，村医乡医有了新“医靠”，优质资源下沉，硬件优化，信

息建设，内涵提升，未来全生命周期管理也有了新“医靠”。

看病不难：搬到门口 暖到心口

传承不辍：沉到点上 扶到根上

前
进
不
停
：
站
在
高
处

做
到
深
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