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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时门诊看上去只是将门诊
时间延长几个小时，但背后是医务
工作者的辛苦付出，也需要进一步
整合和优化医疗资源，考验医疗机
构的管理水平。

“延时门诊成为一项常态化服
务后，要求医院配置资源更科学。”
滕苗坦言。通过这段时间的数据汇
总，医院需要考虑动态调整出诊单
元及人数。比如，某专科等候的病
人超过 20人次，就临时增设延时门
诊来进行分流。需求少的科室，也
会调少配置，以提升人员在岗效率。

“我们基本上每个人每周会轮
值两到三次延时门诊。因为社区
全科医生负责的辖区内群众较多，
基本公共服务也不能落下，人手比
较紧张，忙起来常常顾不上休息。
但大家毫无怨言，希望能给群众带
来更好的健康服务。”高碑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刘玉江说。

开展延时门诊，需要完善配套
调休、晋升等激励政策。记者了解
到，为合理规划延时门诊服务，不
少基层医疗机构都制定了激励补
偿机制，对参加延时服务的医务人
员提供适当绩效补贴，在职称晋

升、评先评优等方面给予一定优
先，以激发医务人员的工作热情。
滕苗介绍，目前，渝北区人民医院
的延时门诊由医院门诊部统一协
调，将延时门诊出诊纳入工作量考
核，给予一定的绩效倾斜，对参与
延时服务的工作人员给予必要的
补休、轮休补偿。未来，还将进一
步加大奖励力度。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延时门诊
有效提升了群众就诊体验感和满
意度，但也要避免“为了开而开”。
例如，综合医院急诊服务开展比较
全面，延时服务与急诊服务可以科
学匹配设置。

专家表示，开设延时门诊还需
进一步丰富和细化相关措施。比
如，在广泛开展调研的基础上，可
进一步确定延时门诊适合在哪些
层级的医院、哪些科室开展，对延
时门诊与日常工作交叉的领域做
好规范和规定。同时，完善劳动保
障、调休、晋升等政策机制，保障医
务人员的合法权益，从而让延时门
诊真正发挥效用并持续运行。

（杨彦帆 王欣悦）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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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又出实招

延时门诊满足多时段就医需求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8月印发《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

措》，提出延长城市社区门诊服务时间，要求在无急诊服务且诊疗量较
大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工作日门诊延时服务1至3小时，或酌
情在节假日、周六周日等增加门诊服务时间，方便社区居民尤其是上
班、上学等人群在家门口就近获得基本医疗、慢病配药、家医签约、健康
咨询等服务。

延时门诊让群众在就诊时间上有了更多选择，同时也给医疗机构
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地延时门诊开设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采访。

在渝北区妇幼保健院夜间门诊等候区，聚集
了带孩子来看病的“宝爸”“宝妈”。“夜间门诊工作
时间为每日 17 时 30 分到次日 8 时。”渝北区妇幼
保健院院长易黔琳说，自夜间门诊推出以来，就诊
人数逐步增加，目前每日夜间门诊量达到 70 人
次。

一般来说，对就诊时间有特别需求的患者大
多是老人和儿童，尤其是儿童，不仅需要看诊，还
需要很多诊后医疗服务。在重庆市沙坪坝区，童
家桥社区医院儿科针对患儿需求，不仅提供延时
服务，还在门诊设立输液、雾化等治疗区域，根据
患儿就诊及治疗时间延长夜间门诊时间，极大方
便了患儿和家长看病陪诊。

开设延时门诊，重视患者的实际需求十分必
要。“只有调研患者对延时门诊的服务项目需求，
并据此安排调整，才能真正满足群众需求，体现延
时服务的价值。”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医务科主任司玲说。

在太阳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护理、检
验科等长期以来一直有延时服务。今年 9 月份，
又新开设了中医、康复和口腔科的延时门诊。“中
医、康复科等延时门诊，可以为上班职工容易出现
的颈肩腰腿痛的健康问题，提供针灸、推拿、艾灸、
理疗等服务，方便群众在下班后享受到与日间门
诊同样的医疗服务。”司玲表示。

“延时门诊服务项目并非一成不变。”渝北区
人民医院是一家区域性三甲医院，医院常务副院
长滕苗说，考虑到本院患者人群特点，医院下午延
时服务科室为儿科、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主要
服务对象为“一老一小”群体。后续将根据患者就
医情况以及医院工作实际情况，对延时门诊的服
务时间，以及开诊科室进行动态调整。

在延时门诊时段就诊，如果需要做相关检查，
会不会因为已经是下班时间而吃“闭门羹”？在记
者走访的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延时门诊挂
号、收费、相关检查都有一定保障，不收取额外费
用。一些辅助科室，如医学检验、心电超声、药房
等，工作时间也与所有门诊同时段延时，以保障患
者正常就诊。

“为优化延时门诊就医体验，我们还畅通多渠
道挂号通道。”滕苗说，医院延时门诊服务支持公
众号、医院收费窗口、自助一体机等多种预约方式
挂号，且所有方式都可以使用医保移动支付。

延长服务时间
群众就医更便捷

按需调整配套服务
体现延时服务价值

科学合理配置资源
让延时门诊持续运行

晚上 7 点多，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灯火通明，有七八位患者正在等候叫号
就诊。市民杨先生带 11 岁的女儿放学后来接种
疫苗，他告诉记者，“延时门诊方便了社区居民，特
别是解决了上班职工和学生白天没时间的问题。”

在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延时服务
的主要是全科门诊，开放时间为 17时到 20时，主
要安排中级以上职称的医生值守。高碑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主任王辉告诉记者，他们这家卫生服
务中心较早开设了延时门诊，基本能满足附近居
民的就医需求。

2023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开展了延长服务
时间专项提升行动，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
日延时服务至 20时，周末正常开诊。专项提升行
动还鼓励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夜间值
守，提供 24小时服务。截至 8月底，北京市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延时服务已接诊患者 421万人次。

近年来，全国多个城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相继开设了夜间门诊。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提供工作日午间门诊和晚间门诊服务，并开设双
休日门诊。广东省深圳市将“完善医疗卫生服务”
列为十大民生实事之一，要求至少 200 家社区健
康服务中心开放门诊延时服务至晚上 9点。深圳
如今已有 800多家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开放夜诊服
务，平均延时服务 2小时。目前，夜诊服务已占社
区健康服务中心总诊疗人次的近 20%。

不只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些综合医院也
开设了延时服务。在重庆市渝北区，61岁的王阿
姨患有糖尿病，需要长期服用慢病药物。由于腿
脚不便，王阿姨只有等子女休息时才能来就诊。
可原先，子女下班回家了，不少医院门诊也关门
了，而周末门诊病人也不少，每次就诊王阿姨和子
女都很是头疼。

听说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开设延时门诊，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王阿姨晚上 7 点多来到医院
就诊。“门诊医护人员都在，相比白天忙碌的医院，
延时门诊患者不多，从挂号、检查到缴费，半个小
时就能搞定，真的很方便。”王阿姨笑着说。

据了解，渝北区内各医疗机构陆续开展延时
门诊服务，探索开设弹性门诊，通过午间、夜间、周
末和节假日门诊，实现错峰就诊，让群众就医更便
捷。目前渝北区内共有公立医疗机构 24家，其中
22家开展了延时门诊服务。

11月 17日，从省医保局传来好消息，为
进一步提升参保群众门诊就医购药和待遇
享受便捷性，省医保局日前印发《关于开展

“互联网+”医药服务医保支付（试行）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全省将从 12 月 1
日起全面开始实施“互联网+职工门诊统筹”
医保支付工作。参保人员通过医保互联网
医院网上问诊开具电子处方后，在定点医药
机构购药也可享受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待遇。

按照国家医保局部署，今年 1月 1日起，
我省全面实施职工医保门诊统筹，实现平稳

运行。大同、运城、太原等市积极探索，开展
“互联网+职工门诊统筹”医保结算支付服
务，累计超过 30 万人次。在总结各地探索
经验的基础上，省医保局印发《通知》，明确
了“互联网+”医药服务医保支付的政策规
定，并作出工作部署。

按照《通知》要求，全省经卫健部门批准
的互联网医院均可申请开展“互联网+”医药
服务的医保支付服务，为参保人员提供职工
门诊统筹和使用个人账户在线就医购药的
医保结算服务。参保人员登录互联网医院

就诊，医师通过网上问诊为常见病、慢性病
复诊患者开具电子处方，处方进入医保电子
处方流转平台，参保人员可自主选择在互联
网医院或定点零售药店通过线上或在实体
门店购药，发生的医药费用按统筹地区规定
结算报销，其中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基金
支付的，由医保经办机构与互联网医院或药
店直接结算。

医保互联网医院实行“地市管理、全省互
认”，医保准入、日常管理、考核监督等由所在
地医保部门负责，服务范围为全省域，其处方

可通过省级处方平台流转到全省门诊统筹定
点药店，为参保人员提供药品配售服务。

“互联网+职工门诊统筹”医保支付的全
面开展，将大大方便我省参保人员线上就诊
和药店购药，确保职工享受到门诊统筹待
遇。省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医保
部门还将继续扩大范围，在具备条件的地区
开展城乡居民门诊统筹及门诊慢特病、“双通
道”门诊特药等就医购药“互联网+”医保结算
服务，进一步方便参保人员。 （高建华）

据《山西日报》

我省下月起全面实施“互联网+职工门诊统筹”医保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