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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浙江

在台州温岭，逗弄着可爱宝宝的小章，刚

经历过产前大出血，但因为手术及时，母女平

安；在杭州余杭，突发脑梗的老夏，终于露出

笑容，他成功地进行了静脉注射溶栓治疗；在

湖州长兴，输入身份证后 4 位，刷了脸后，陈

大伯成功地挂上号⋯⋯

现在，我们都能像小章、老夏和陈大伯这

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家的服务，挂号、

检查不用排队，这是每个人心目中最理想的

看病状态，也正是县域医共体建设、“最多跑

一次”等系列改革为全省各地患者带去了实

实在在的看病效益。

2019 年，浙江省在卫生健康领域做了

哪些工作？浙江人的就医体验有了什么新变

化？钱报记者带来了好几组数据，让我们一

起感受浙江医改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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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跑一次改革
“少跑”“零跑”成为常态

截至目前，全省所有县级以上产科医院

（241家）均能提供出生“一件事”多证联办服

务，累计服务超 10 万户新生儿家庭；所有二

级以上医院完成智慧药房建设，99.2%的医院

实现医事服务“一窗办理、一站服务、一章管

理”；77.87%的医院实现“刷脸就医”，61.6%的

医院推行“医后付”；城市大医院排队平均时

间从8.26分钟缩短到2.61分钟。

最让老百姓感受到变化的，就是医疗卫

生服务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基层看病更

放心、疫苗接种更透明、检查检验更省心、刷

脸就医更便捷、费用结算医后付、医事服务一

站式、出生服务一体化、健康服务一卡通、用血

服务不用跑、“互联网+”更丰富，大家看病就

医的难点痛点在改革中得到了很好的疏解。

●全省通

预约诊疗实现“全省通”，所有省市级医

院完成号源池整合，网上开放号源达 80%以

上，并提前下放 40%的号源至基层，基本解

决基层患者“挂号难”的问题。

●全院通

付费结算实现“全院通”，省市医院门诊智

慧 结 算 率 达 78.89% ，病 区 智 慧 结 算 率 达

71.15%，大大压缩了患者缴费排队等候时间。

●全自助

院内服务实现“全自助”，省、市级医院检

查检验报告具备2种以上智慧查询方式的比

例达 98.53%。全省 11 地市均建成全市一体

化检查检验数据共享平台。

●零等待

医院排队实现“零等待”，全省开展“刷脸

就医”的医院比例达 77.87%。高峰时段“排

长队”“人满为患”现象大为减少。

●“心”级指数

省卫生健康委结合每月监测的数据和现

场体验情况，对18家省级医院的“看病排队”

“门诊智慧结算”“病房智慧结算”“检查智慧预

约”“医事综合服务”“健康服务一卡通”等群众

关注度较高的方面进行“心”级指数评分。

●两卡融合+一网通办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行的电子健康卡和人

力社保部签发的电子社保卡（医保卡），融合

成浙里办健康医保卡，已领卡人数超过 140

万。通过健康医保卡预约挂号 6.58 万人次，

查询检查检验报告 46.8 万人次，院内累计用

卡结算10.2万人次。

●互联网+医疗健康

浙江省互联网医院平台上线运行，现已接

入医院374家，开展在线服务473万余人次。省

级检验检查结果共享平台完成与16家省级医

院和所有市级平台对接，医生诊间调阅与群众

自助查询共计 278 万次，重复检验检查提醒

24.5万次，医院之间的信息壁垒正在逐步消除。

●互联网+政务服务

健康浙江政务服务平台加快对接浙江政务

服务网、浙里办和各地市“一窗受理平台”，省、

市、县三级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网上办，

90%以上事项实现“掌上办”。实现“出生一件事”

跨部门联办，并依托“浙里办”，支持“掌上申请、

刷脸办理、快递送达”，实现“一次不用跑”。

通过县域医共体建设，做好基层工作，把

基石夯牢固之后，浙江医疗卫生服务有了足

够的信心和底气去打造“金字塔”塔尖的“医

学高峰”计划。

“肿瘤”这个很多老百姓闻之色变的词

语，自然是“医学高峰”计划的重要部分。中

国科学院与省政府签订医学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以省肿瘤医院为依托，共建中国科学院肿

瘤与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和中国科学院大学杭州临床医学院。

在保障日常的健康卫生医疗运行的同

时，如何提升疑难杂症重病诊治水平？我省

再一次走在了前列。国家卫生健康委与省政

府签订首批委省共建协议，共建综合类别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国家

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创伤区域医疗

中心、国家呼吸疾病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儿童

区域医疗中心、国家妇产区域医疗中心、国家

肿瘤区域医疗中心等8个中心。

在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同时，还确

定了浙江医院老年医学、浙江省人民医院康

复医学、浙大一院器官移植、血液病和重症医

学、浙大二院神经疾病和骨科、邵逸夫医院微

创技术、省口腔医院口腔医学、温州医科大学

附属眼视光医院眼科学等 10 个重点培育专

科，聚力打造生命健康科创高地。

医学高峰计划
顶尖医疗中心正在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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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医共体建设
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70 个县（市、区）全面推开县域医共体改革，208 家县级医

院、1063家卫生院组建成161家医共体；5000多名县级医院医

生到成员单位排班坐诊；96.34%的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夜门

（急）诊；93.76%开展门诊手术；51%提供住院服务；22.74%开

展择期手术；33%的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居家护理服务；100%提

供规定病种慢病长处方。

基层看名医，小院看大病，小钱护健康⋯⋯放眼望去，浙江各

县市老百姓看病就医有了新形态——县域医共体。也就是以县

级医院为龙头，整合县乡医疗卫生资源，实施集团化运营管理。

我省成为全国两个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试点省份之

一，11个设区市全部纳入国家城市医疗联合体建设试点城市。

在长兴，所有医院、卫生服务站分别被纳入了两个医共体

集团，集团分别由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牵头。

8900 余万元建成的区域信息化平台让长兴人看病变得

方便了，现在每天都有 20 余名上级专家在长兴坐诊带教，县

域医疗能力大幅提高；每天近千人享受“诊间可结算、离院再

支付”的新体验；“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检验检查模式和区

域影像云项目已覆盖全县，两项措施惠及 60 余万人次，年均

节省就医费用超过3500万元。

县级医院的医疗水平让人越来越放心，那么辐射面更广

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表现又如何？

“病人们都知道，不用跑远路，就可以在家门口看有名气

的医生。”在绍兴市柯桥区中医医院柯岩分院看病的王阿姨很

自豪，因为每周二，柯桥区中医医院非遗项目“祝氏草科”传人

祝瑞德就会在柯岩分院坐诊。像祝瑞德这样来自医共体总院

的名中医工作室，有坐诊医生５位。

目前柯桥区三家医共体累计设立全专联合门诊62个，分

院开设综合病床 900 张，实现了分院护理门诊、儿科门诊、中

医药综合服务区等全覆盖，5 家较大规模的分院正按照二级

乙等综合医院标准提升服务能力。2019 年 1~10 月，柯桥区

基层医疗机构门诊 481.43 万人次，同比增长 7.5%，县域内就

诊率88.2%，基层就诊率64.86%。

智慧医疗正在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