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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机构、医疗服务人数增加；患
者满意度提升；婴儿死亡率持续低位运行；
集采药品、医用耗材价格下降⋯⋯成都市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各类数据的上升
和下降最直观地体现了具体的发展现状。

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床位数、卫生
技术人员较上年同期分别增加 1042 个、
1.47 万张、0.89 万人，全市每千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每千人口注册护士在全国范
围内达到较高水平。

全市三级医院（含妇保院）达到 128
家，其中省部属医院18家、市属医院11家、
区（市）县医院 52 家、其他公立医院及社会
办医 47 家。医养服务机构 130 家，医养床
位 3.16 万余张。建设有 645 家老年友善医
疗机构，建设率94.71%。

集采药品达430个、医用耗材达13类，
集采药品、医用耗材价格平均降幅超过
50%、80%，居民个人现金支出占卫生总费
用比重约 22%，优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硬件提升工程，实
施提升改造、标准化建设等项目2791个。

2021 年全市医疗机构门诊患者、住院
患者满意度分别达到 88.35 分和 91.37 分，
群众就医满意度明显提升。全市医疗服
务满意度在全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情况
通报中位居第一。深入推进国家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和巩固提升，成功创
建国家级示范区 12 个，位居全国副省级城
市第一。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深入甘孜、
阿坝等地，为 4 万余名儿童进行先心病及
出生缺陷疾病免费筛查；高新区通过健康
小屋、企业健康驿站、职工健康之家等，累
计服务群众 20 万余人次⋯⋯“万名医护走
基层”志愿服务活动是贯彻乡村振兴战略、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重要举措，也是
增强基层群众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的有效载体。为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扩
容下沉，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
服务能力和水平，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积极组织各医疗卫生单位开展“万名医护
走基层”志愿服务活动，将优质的医疗资源
送到居民“家门口”。

记者了解到，为真正落实“常下乡、常
在乡、常惠乡”的志愿服务精神，成都成立
了“万名医护走基层”志愿服务成都市支
队，组建了“支队-团队-小分队”三级队
伍，实现“县-镇-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志
愿服务全覆盖，借助中国红十字会、中国针
灸协会、四川省医学会等社会团体外部资
源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依托国家、省级和
市级重点优势学科，精心选派千余名学科
骨干，组建以副高及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
人员为主的志愿服务团队，深入基层开展
多学科联合义诊、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

此项活动中 11 家市级医疗机构与县
域次中心深入开展合作，派驻分管领导
带队下沉一线。围绕重点疾病和薄弱地
区，指导帮扶医院相关病种临床科室建
设，助力康北地区成功创建高原康复医
学专科、高原皮肤病诊疗中心。通过“团
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师傅带徒弟”
等方式，采用现场教学、统一授课、学术
会议等形式，联合培养综合管理人才和
专业技术人才。

据了解，2023 年全市共组织开展 1595
场“万名医护走基层”志愿服务活动，派出
专家10566人次，服务群众34万余人次；发
放健康教育资料 1679 万余份，播放健康教
育音像资料 23 万余次，举办各类健康教育
讲座1.3万余次。

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智慧医疗服务更广人群

成都不断完善推进医疗体系建设
医疗资源持续下沉，在“家门口”也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依托“互联网+”模式，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腿，市民足不出户就能问诊

就医；妇幼机构、托育机构不断增加，医养中心、老年人友善医疗机构建设加快，真正做到老有所依、幼有所养⋯⋯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多层次多样化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就要加快提高卫生健康供给

质量和服务水平，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成都作为一个持续发展的超大城市，相较于2018年，常住人口增加145.5万人，
人们对医疗服务资源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为了让广大市民享受到更优质、更全面、更方便的医疗健康服务，更好地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不断
推进成都医疗体系建设，加快构建“大医疗”格局和“大服务”网络，推进实现“大健康”目标。

足不出户就能就医，这是家住成都高
新区的张先生现在看病最直观的感受。不
论是通过“健康高新官微”还是“电视家庭
医生”，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实现疫苗预
约、挂号缴费、远程交互就医咨询。“工作
忙、时间紧，我现在不管是自己看病还是娃
娃打疫苗，一般都是先在线上操作，方便快
捷不耽误时间。”

不仅是自己就医方便，张先生家附近
的中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以65岁及以上
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为试点，将其健康档案
与人房数据对比，实现数据资源“一网通
享”，这一举措让张先生快80岁的父亲也获
得了更有针对性的健康服务。

在成都，通过数字化赋能让就医更方
便、更快捷，高新区中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并不是个例。为了实现“大服务”网络格
局，成都全市已经建成了智慧医院42家、互
联网医院296 家。打破了空间限制，市民随
时随地都能享受医疗健康服务。

方便快捷之处不止网上就医。为实现跨
区域就诊“无障碍”，现在成渝两地、成德眉资
已经分别实现了112项、138项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成德眉资440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实现
基于电子健康卡二维码的“一码通”互认互
用。同时，成都市内部还在不断推行就医场
景“一卡通”，让市民在“预约挂号—签到就诊
—诊疗检查—报告查询—费用支付—药房取
药”全环节一卡、一码搞定。统筹建设全市检
查检验结果数字化互联互通共享平台，一个
手机就能“解锁”所有就医场景；还能减少重
复检查检验，降低患者医疗负担。

“接下来，我们还将统筹深化智慧医疗
场景建设。解决就医看病忙、往返付费烦
等痛点难点，打造‘先看病后付费’信用就
医场景；赋予家庭医生更多优质资源调配
能力，建设数智家医签约系统。通过点状
推动，不断系统推进智慧医疗场景建设，让
群众就医体验便捷感、获得感进一步增
强。”成都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道。

为了推进县医院综合能力持续提升，不
断满足县域居民基层医疗服务需求，2012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了《“千县工程”
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方案》，明确到
2025 年全国至少一千家县医院达到三级医
院医疗服务水平。彭州市人民医院、简阳市
人民医院、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和第二人民
医院等 10 家医院被列入了“千县工程”县医
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名单。

为推动诊疗能力提档升级，崇州市人民
医院改善医院硬件条件，加强专科能力建
设，提升医院综合服务能力，新修的第二住
院大楼增加床位 380 张，医院改扩建面积
9.24 万平方米；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借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联体合作优势资源，
由华西医院派驻“管理人员＋技术专家”专
业团队开展医院管理、教学查房、教学门
诊、手术示教以及指导重点专科创建等工
作，提高自身诊疗“软实力”；都江堰市第二
人民医院先后派出专业骨干前往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及上海知名三甲医院学习急诊急
救，通过完善各类设施制度，使急诊急救能
力显著提升⋯⋯

县级医院救治能力提升，而医疗资源下
沉还要更进一步。据了解，除了“千县工程”

以外，成都市还通过“医联体”建设，在大医院
与基层医院之间实现人、财、物、信息、业务互
通，通过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
联动，促进医疗资源合理利用，逐步提升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弥补区域空白。以医联体之

“通”，解看病就医之“痛”，基本实现大病不出
区，为居民提供“管理在社区、治疗在医院、康
复回社区”的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据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
前，成都已完成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354
个、诊疗设备提档升级项目 383 个、村卫生
室公有化和标准化建设项目 2054 个。“以县
域医疗次中心建设、社区医院建设为抓手提
升基层片区辐射带动能力，全市 94.6%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达到国家基本及
以上标准，基层健康服务网底显著增强。”

以健康服务延伸场景建设为抓手，推动
“大医疗”格局不断延伸，持续提高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能力水平。不仅要依靠医疗卫生机
构，还要统筹在蓉高校、企业、社区等各方资
源，才能更好协同推动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这其中，市民居住环境、学校的健康教育等都
是影响要素。成都市卫健委以健康细胞工程
推动健康城市建设，将街道、社区、单位、家
庭、学校等纳入健康服务延伸场景中。

成华区二仙桥街道下涧槽机车厂生活区
属于典型的大型国有企业老旧生活区。“老房
子、老邻居、老生活”是对这个老旧生活区的
精准概括。为了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街
道实施了企业生活区改造、老旧院落整治、环
境配套提升。除了解决生活区设施陈旧、配
套缺失、环境脏乱差、公共空间匮乏、安防隐
患严重等问题，还打造了文化中心、灯光球
场、邻里月台等空间为居民提供日常所需的
健康活动、健康服务。

“通过一系列改造，小区居住环境明显改
善，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创建之初的 25.49%

提 高 到 36.99% ，吸 烟 率 由 25.49% 下 降 至
17.81%。”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下面给大家演示‘七步洗手法’⋯⋯”在
成都师范学院附属实验学校里，天府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天府街道辖区中小
学“健康副校长”胡广宁详细讲解、分动作演
示“七步洗手法”。成都市迎宾路小学里，老
师们带领学生开展“以国球护眼球”活动，极
富特色的“体育走班制”教学在强身健体的同
时也探索出一条青少年近视防控多元路径。

“将健康建设任务直接落实到社区、家庭
等社会基础单位，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
康生活方式、推动健康理念进家庭进单位，形
成聚集多个健康家庭和单位的健康社区，在
健康社区基础上推动健康街道（镇）建设，营
造区（市）县的整体健康氛围，最终全面推动
健康城市建设。”成都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成都已经建成健康街道（镇）165 个、
健康社区（村）607 个、健康单位 995 个、健康
家庭 2.19 万个，为构建全方位健康环境打下
坚实基础。

最近，郫都区友爱镇的张婆婆去卫生院
的次数增加了，除了定期复查自己的血压、血
糖之外，每个月她还要去参加一次卫生院举
办的针对老年人的健康讲座。据了解，为了
加强辖区老年人的健康意识，郫都区友爱镇
卫生院从去年开始联合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
院每月举办一次医疗活动，邀请相关专家讲
解健康知识，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获得老
年病专科的优质医疗资源。“这些讲座听了有
好处，给我们讲平时怎么保养身体，而且都是
大医院专家来讲，机会难得，我当然不能错
过。”张婆婆说道。

而常常到成华区中医医院进行中医理疗
的王爷爷则发现，最近自己坐轮椅到医院就
诊时“舒服”了不少。医院楼梯间、过道的扶
手“上新”了，上下两层的设计就算坐着轮椅
也能扶上一把。走廊的门框加宽了，轮椅再
也不会被门框挡住。路过的走廊、厕所都能
看见 SOS 呼叫器，在公共区域行走时安心了
不少。

当前我国正处于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
化程度逐步加深。作为重点人群，老年人就
医是否方便有保障是实现“大健康”目标的重
要组成部分。为了方便老年人就医，从 2021
年开始，成都市卫健委开启了医疗机构适老
化改造，推进建设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开设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较长走道、坡
道间隔、长楼梯拐角处设置休息区或休息椅；
畅通电话、微信公众号、网站、现场等多种挂
号方式；预检分诊、自助机、挂号缴费、取药、
出入院等老年人就医容易发生不便的节点安
排值守人员⋯⋯在《四川省老年友善医疗机
构创建标准（试行）》的指导下，成都市综合性
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适老化改造不断推进。

据了解，截至 2023 年年底，成都已经有
645 家医疗机构被评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建设率达94.71%。全市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开设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达 1174 家，开设率
达95.83%。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成都市卫健委供图

科技赋能看病问诊 建成互联网医院296家

优质资源下沉县域基层 完成诊疗设备提档升级项目383个

统筹资源让健康场景延展 建成健康社区（村）607个

推进医疗机构适老化改造 评选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645家

探索“医育结合”新模式 以家庭为单位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对家长来说，孩子的健康至
关重要。在成都高新区上班的
曾女士觉得，高新区产业园区嵌
入式普惠托育园——成都高新

区天府软件园咿薇婴幼儿之家的出
现很好地解决了自己对孩子健康的
担忧。为了让家长放心、让孩子健

康成长，成都高新区将婴幼儿托育服务、
儿童保健及基本公共卫生和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紧密结合起来，以家庭为单位提供健康管
理服务。

“我们以婴幼儿营养与生长发育等为突破
点，利用医疗和教育资源，提供权威、专业的健
康指导和支持，覆盖儿童生理、心理、社会等多
方面需求，为婴幼儿提供全方位健康管理服
务。”咿薇托育园相关负责人表示，托育园为孩
子和家庭建立了健康档案，通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家庭医生健康档案信息及时了解到幼

儿和家庭的健康状况，同时让托育家庭的门诊
信息、享受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信息都能
在系统得到呈现，使得孩子和家庭的健康管理
实现连续性和动态性。自天府软件园咿薇婴
幼儿普惠托育项目开园以来，已累计服务家庭
100余组。

作为首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
之一，成都不断探索“医育结合”服务新模式，
建立健康管理员制度，从基层医疗机构选派
医务人员担任托育机构健康管理员，成立婴
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开展行业人才培训
和技术指导。

“最近两年来，成都市新增普惠托位 6800
多个。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较 2020 年提高
了2.7个百分点。”成都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成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 22 家，其中三
甲 8 家；提供托育服务的机构 1876 家，总托位
数9.8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4.6个。

“数”说发展

三级医院达到128家
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

成都开展“万名医护走
基层”志愿服务活动

派出专家10566人次
服务群众34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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