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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公布新一批普通高等教育部公布新一批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7月1日起施行

强化预付式消费经营者义务强化预付式消费经营者义务

本报讯 （记者 梁瑜） 家住离石
马茂庄的李大娘 61岁了，脑中风后不
幸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语言表达
不清晰，外出行走需要人搀扶。为了
获得专业的护理照顾，2023 年冬天，
李大娘在孩子的护送下，入住生态园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由专业的医护人
员提供专业的护理照顾。

像王大娘这样需要照护的老人，
约占市区总人口的 7%。为解决这部
分人的养老照护问题，我市整合各类
资源、大力推进健康和养老事业。市
区泰化养老中心、盛美养老中心、生态
园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等 5家养老
机构陆续投入使用，新增床位 300 多
张，满足了相应人群的需求。

积极扩大医养服务覆盖面，加快
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
体系，全力实施社区医养结合能力提
升工程。利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现有
资源，内部改扩建一批社区医养结合
服务设施，重点为失能、慢性病、高龄、
残疾等行动不便或确有困难的老年人
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2023年，通过积极争取省级奖补
资金，全市确定汾阳市南薰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按照 50 张床位进行医
养结合改造，省财政按 1.5 万/张床位
予以补助，目前汾阳市南薰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独立养护区域改扩建工
程和老年医疗护理基本病床单元、康
复设备采购正按照计划有序实施，同
时汾阳市财政配套资金，为该项目采
购空气能供暖设备。今年春季可完工
并接收服务对象，更好地为社区老年
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

扎实开展基层医养结合试点示
范项目。2023 年以孝义中阳楼社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文 水 县 刘 胡 兰 镇 中
心 卫 生 院 为 试 点 ，全 市 开 展 基 层 医
养 结 合 示 范 项 目 ，主 要 内 容 是 由 试
点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组 织 专 业 技 术 力
量 ，对 辖 区 内 80% 以 上 的 失 能 、失
智 、高 龄 等 老 年 人 提 供 规 范 的 护 理
需 求 评 估 服 务 ，为 评 估 为 中 度 及 以
上的老年人全部签约并提供医养结
合 服 务 包 ，对 每 位 服 务 对 象 年 内 至
少 上 门 巡 诊 2 次 。 截 至 目 前 ，规 范
建档管理老人数 9720 人，开展护理
需求评估老人数 2900 余人，提供上
门医养服务 2500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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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接到家庭医生的电话，过
来体检了一次，血糖有点问题，血压
也有点问题。昨天又接到一次，今儿
过来又测了一下血糖和血压，服务相
当便捷。” 近日，在汾阳市西河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参加健康检
查的社区居民白女士说。

每隔一段时间，汾阳市各社区、
街道的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都会接到
来自社区医疗机构的医疗问诊语音
电话，提醒及时参加血糖、血压等检
查和健康指导，这样的语音电话全部
来自智能语音外呼系统。

智能语音外呼系统是我市去年以
来大力推进建设的“智慧助医”项目的
一项子业务系统，具备智能外呼、自动
统计、人机耦合等功能，助力基层医疗
机构完成通知宣教、体检预约、疫苗接
种、慢病随访、满意度考核等多场景随
访工作，也可以为患者提供更加科学
便捷专业的院外康复和延续性治疗，
进一步完善医患沟通机制，延长了医
疗服务链条，搭建起医患间的“连心
桥”。

“这套系统，改变了传统随访模
式，它将患者相关信息根据模板要
求设定通知内容，一键发送进行外
呼，外呼结束后，还能自动统计居民
答复结果，每天最多可以外呼 1000
人，提高了日常随访、电子建档、体
检通知等工作效率。”汾阳市西河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李静涛
介绍说。

除了智能语音外呼系统，“智慧
助医”平台还包含智慧助医辅助诊断
系统（HIS+公卫+辅诊）和运行监管系
统，群众在基层医疗机构就医买药
时，医生借助辅助诊断系统，利用全
系医学 AI技术，结合电子病史、身体
状况、处方等信息，进行快速、精准决

策。
在孝义市医疗集团新义分院门

诊部，前来复诊买药的杨瑞萍只告知
了基本信息，医生就用辅助诊断系统
调阅电子病史、处方等信息，迅速开
出了她需要的药方。

“通过历史病历了解病人整个病
程的变化，还有很多医学专业知识，
有些疑问可以翻出来看到很多东西，
更准确地去帮助病人解决问题。”孝
义市医疗集团新义分院门诊部主任
高岩作为一线的系统使用者，道出了
效率提升背后的“玄机”。

在不断提升就医效率的同时，市
县卫健部门可以通过运行监管系统，

实时可视化了解基层医疗机构医疗
卫生资源、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服务、
智能辅助服务情况，对医疗服务相关
指标进行精细的统计分析，不仅实现
了数据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为深化
医改落地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基层医疗机构科
学高效的监管、指导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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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挂号”、60岁以上老年
人发放“健康包”等惠民工程的实施，
一点一滴的改变，一起构建起群众稳
稳的“医”靠，老区人民的幸福梦正一
步步照进现实。

““智慧助医智慧助医””惠百姓惠百姓
““健康守护健康守护””稳幸福稳幸福

□ 本报记者 刘少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