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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棱镜

民生实事体现的是利民为本

的思想，诠释着人民至上的核心

要义。而人大将监督的目光聚焦

民生实事，便是在切实回应人民

关切，确保那些关乎百姓日常生

活的事项能够得到妥善落实。

人大监督民生实事，是人民

意志的有力体现。人大代表们来

自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他们带着

民众的期望和诉求，对关乎百姓

切身利益的民生事项进行严格监

督。从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到医

疗服务的提升改善，从基础设施

的建设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民

生实事的进展情况进行严格把

关，及时发现问题并推动解决。

人大监督民生实事也是推动

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它确

保了公共资源能够公平地分配到

每一个需要的人手中，让弱势群

体也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比如

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智慧助医”

全覆盖工作中，人大的监督有力

督促了相关职能部门积极作为，

让“智慧助医”发挥“助医提能力，

助卫提效率”作用，增强了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通过人大严格的监督机制，

政府部门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谋划

和推进民生项目，不断提高工作

效率和质量。同时，人大代表们

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过程，

也为政府提供了宝贵的民意信

息，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民众需

求，从而制定出更具针对性和可

行性的政策措施。这形成了一种

良性互动，共同促进了民生事业

的发展进步。

此外，人大监督民生实事更

是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有力支

撑。当群众看到自己关心的问题

得到重视和解决，他们对社会的

认同感和归属感就会增强，社会

的凝聚力也随之提升。这为社会

的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同

时也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创造

了良好条件。

让民生实事落地有声，彰显

的是人大监督民生实事的责任与

担当。在不断推进各项民生实事

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必将得到不断提升，

社会将更加充满活力与希望。我

们应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意义，不

断强化人大监督职能，让民生实

事在有力的监督下更好地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为人民群众创造更

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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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向云端”履职监督“接地气”
——市人大常委会持续监督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智慧助医”全覆盖工作

□ 本报记者 文/梁英杰 图/王瑞

医疗卫生事业是守护人民群众健康的德政

工程，是建设美丽幸福吕梁的重要基石。为了

提升全市基本医疗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居民健

康服务获得感，市政府将实现乡村医疗卫生机

构“智慧助医”全覆盖列入去年五件民生实事之

一，全力建设“智慧助医”项目，盘活基层医疗服

务资源，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让老百姓在家

门口享受到“智慧医疗”的便利服务。

去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乡村医

疗卫生机构“智慧助医”全覆盖工作，先后组织

开展听取报告、满意度测评、专项视察，持续跟

踪问效，督促这一民生实事的落实见效，让“智

慧助医”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不断推动改

善患者就医体验，提升群众卫生健康获得感。

心系民生
破解基层医疗“短板”

“以前随访都是逐个打电话开展，工作量大

还耗费时间。现在的智能语音外呼系统可以根

据定制好的方案模板，在极短时间内同时给居

民批量拨打电话，自动进行患者随访，真是太方

便了。”每次提到智能语音外呼系统，离石区城

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侯丽媛都对其赞不

绝口。

每隔一段时间，离石区城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都会对患者进行随访，自智能语音外呼系

统应用以来，已经提供外呼服务 3269 次，其中，

短信服务 91 次，语音服务 3178 次，极大地提高

了日常随访、电子建档、体检通知等工作效率。

而智能语音外呼系统是我市“智慧助医”项

目的一项子业务系统，该项目可以利用健康医

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构建基层人机耦合的

新型基层诊疗模式，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

员的诊疗服务能力，着力破解基层医疗机构人

力资源短缺、技术水平有限等“短板”。

我市“智慧助医”项目于 2023年 7月启动建

设，全市乡镇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以及村卫生

室、服务站已完成全覆盖。该项目以能力平台

为技术底座，所应用的人工智能系统在国家医

师资格考试中取得了 456分的优异成绩，成为全

球唯一通过国家级认证考试的医学辅助诊断系

统。

“智慧助医”项目包含三个业务系统，全科

医生辅助诊断系统通过辅助诊断系统为全市基

层医生配备一名虚拟的医学人工智能诊疗助

手，在诊疗过程中辅助基层医生对患者的病情

判断，制定诊疗方案。智能语音外呼系统将人

工智能与公卫服务有机结合，对公卫服务场景

进行标准化处理，自动批量进行电话和短信服

务，将人力从简单、重复、机械的工作中解放出

来，同时提高居民的健康管理意识。智能运行

监管系统通过智能运行监管，通过对基层患者

病历规范性、诊断符合性及处方合理性等核心

指标的实时统计及数据分析，可以让行政主管

部门及时准确了解基层机构的医疗服务质量，

及时掌握基层居民诊疗状况，合理调整医疗卫

生资源，为卫生健康事业保驾护航。

市政府将“智慧助医”项目列为五大民生实

事之一后，立即成立“智慧助医”项目建设工作

专班，由市卫健委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协调，统

筹推进项目建设，顺利完成电子票据工作对接、

医保接口对接等相关工作。同时，为保障基层

人员熟练使用系统，市卫健委采取集中培训+强

化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培训范围，提升服务

水平。在培训过程中针对个性化问题进行及时

协调解决，提高培训效果，让基层人员更加熟练

操作系统。截至 2024年 2月 22日，完成了 13个

县（市、区）的集中培训，又根据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所辖村卫生室的不同需求再

次强化培训，覆盖人数约 4100人。

代表审议
为“智慧助医”谋良策

审议是人大代表参与人大决策的过程，能

够使人大作出的决策更加科学、民主、完善，更

加符合群众愿望、更加符合上级精神和本地实

际，更好地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

为了解我市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智慧助医”

全覆盖工作情况，2月 28日，吕梁市第四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吕梁市卫

健委主任郭力所作的《关于实现乡村医疗卫生

机构“智慧助医”全覆盖工作情况的报告》。市

卫健委主任郭力在报告中提到，“智慧助医”系

统能够辅助医生快速、准确地做出诊断，帮助家

庭医生完成慢病随访、健康档案更新、体检预约

等工作。截至 2024 年 2 月 22 日，“智慧助医”系

统已服务门急诊人次 375630人，住院人次 4013
人 ，AI 辅 诊 次 数 1828741 次 ，智 能 语 音 外 呼

357433人次，真正做到了方便群众、惠及群众。

“‘智慧助医’确实是弥补了我们基层医疗

资源不足、群众就医比较难的问题。我建议卫

健委要持续在提质上下功夫，在追求时效上下

功夫，让‘智慧助医’系统的功能能真正服务于

乡村群众。”

“我们的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卫生室已经启

用‘智慧助医’系统，确实在便捷、快速、高效等

方面有一定的优越性。但是对于农村的老弱病

残群体，我认为上门服务可能更切合实际一些，

所以我建议‘智慧助医’要和乡村医生上门服务

有效结合起来。”

在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的分

组讨论中，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人大代表

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对这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给予高度评价，并就进一步推动这项民生实事

的实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建议。

“人民群众的健康平安，是我们的目标。我

们将以‘智慧助医’建设为载体，健全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提高基层医务人员服务

能力，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

疗服务，让群众愿意留在基层看病，相信基层的

诊疗水平，认同基层的诊疗结果，答好‘人民满

意’的时代答卷，全力推动吕梁医疗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市卫健委主任郭力在会议上也对

下一步工作方向进行了发言。

2月 29日，吕梁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对吕梁市人

民政府关于实现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智慧助医全

覆盖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并通

过测评。

专项视察
确保监督取得实效

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是彰显人大地位和权威

的重要制度载体。依法行使人大监督职权，履

行法定职责，对促进“一府一委两院”依法行

政、依法监察、公正司法，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和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市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精神，按照市人

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安排，为进一步督促推

进“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智慧助医全覆盖”这一

民生实事落地见效。5 月 28 日，市人大常委会

组织部分市人大代表对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智

慧助医”全覆盖工作情况开展专项视察，实地

查看运用“智慧助医”系统现场问诊、电话随访

等工作情况，直观了解全科医生辅助诊断、智

能语音外呼、智能运行监管等系统在诊前、诊

中、诊后各环节以及各具体场景中的运用情

况。代表们对我市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智慧助

医”全覆盖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肯定，认

为该项工作有效提高了诊疗服务水平，得到了

群众的广泛认可。

在中阳县枝柯镇乡镇卫生院，视察组现场

观摩患者就医流程、医生现场操作“智慧助医”

系统等方式，全面了解了“智慧助医”项目在智

能诊断、电子处方书写等方面的实际应用情

况。枝柯镇乡镇卫生院医疗科科长王飞介绍

道：“系统上线以来，已书写病历 5538份，病历规

范率超过 90%，提供外呼服务 2568次，其中短信

服务 1118 次，语音服务 1450 次。我院利用‘智

慧助医’运行监管系统对相关医疗信息做到大

数据分析，及时高效管理，通过监管驾驶舱模块

可从人工智能辅助、医疗服务、公卫服务、卫生

资源四个方面依据大数据分析统计，能够及时

了解基层机构和医生服务情况，更加科学高效

的监督、考核。”

“为了方便我们医生随时学习专业知识，提

高诊疗水平，‘智慧助医’辅助诊断系统还提供

医学知识检索服务，极大地满足了我们对提升

诊疗能力的需求。”中阳县枝柯镇马家峪乡村医

生告诉人大代表视察组：“之前我对‘慢阻肺’疾

病的认知不足，原来在给患者治疗过程中，大多

数时候都是使用茶碱类缓释片或注射液进行常

规治疗。如今，通过在‘智慧助医’系统上学习，

调整了对慢阻肺患者的治疗方案，合理搭配较

适宜的药品及处置措施，从而为患者能更快更

好地康复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实现自身诊疗水

平逐步提高。”

实现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智慧助医”全覆

盖是去年市政府确定的一件民生实事，也是关

乎吕梁高质量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刘振国在专项视察中指出，市县

两级政府及卫健等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

强宣传力度、强化操作培训、注重系统维护、优

化使用功能，不断夯实美丽幸福吕梁建设的健

康基石。要充分发挥医生、护士、公卫人员等

不同岗位工作人员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提高基

层医务人员服务能力、诊断水平，让“智慧助

医”更好地发挥“助医提能力，助卫提效率”作

用，更加有力地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悠悠万事，民生为重。伴随着“智慧助医”

实现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从会看病到

“慧”看病。如今，智慧助医项目已经成为我市

乡村医疗机构工作人员的好帮手，同时，数据赋

能也有利推动了医疗、医保、医药改革“三医”联

动，为县域医疗改革探索了新路径。下一步，我

市各级人大将持续督促这一民生实事的开展情

况，让“智慧助医”项目发挥其助医作用，一起构

建起群众稳稳的“医”靠，从而更好地为居民健

康保驾护航，切实提升我市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振国在中阳县枝柯镇马家峪村卫生室调研“智慧助医”建设情况。

通过通过““智慧助医智慧助医””系统问诊系统问诊，，开处方开处方。。

通过通过““智慧助医智慧助医””电话机器人回访慢性病人电话机器人回访慢性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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