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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叔，我们来给阿姨换鼻饲
管了。”1 月 16 日，天下着小雨，
北仑区梅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两名护士撑着雨伞，敲开了家住
梅西村霞岸的贺阿姨家门。

贺阿姨今年 51 岁，2018 年因
颅内动脉瘤破裂术后出血，经抢救
后仍存在意识障碍，失去自理能
力，需长期卧床。这可难倒了贺阿
姨的家人：行动不便的贺阿姨需要
每周定期去医院换导尿管及鼻饲
管，而梅山与城区路途甚远，贺阿
姨又不会自主行动⋯⋯没办法，家
人将贺阿姨送到大港医院住院治
疗，费用高不说，家人因在家庭、
医院两头奔波，精疲力尽。

直 到 去 年 5 月 一 个 偶 然 的 机
会，贺阿姨丈夫陈先生得知可以向
梅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开
设家庭病床。欣喜的陈先生立即联
系了当地的家庭医生团队。很快，
梅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贺阿
姨建立了家庭病床，贺阿姨终于得
以回家，梅西家庭医生团队定期上
门为贺阿姨护理，更换导尿管、鼻
饲管等。

“家庭病床真的好，对于我们患
者家属来说，省时省力省钱。我虽
然一直照顾着老伴，但护理专业水
平有限，一些护理治疗的细节根本
不知道。家庭病床服务，既可以在
熟悉的家庭环境中接受专业的医疗
和护理，又不用去医院来回折腾，
真是太方便了！”贺阿姨的丈夫陈先
生感慨自己终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

家庭病床作为一种有效的基层
医疗护理形式，在患者家中设立病
床，由指定医护人员定期查床、治

疗、护理，提供慢性病管理、疾病
后康复等连续医疗一体化服务。随
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和居家养老模
式的推广，家庭病床正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关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宁波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探
索家庭病床服务，以梅山岛为例，
去年共设家庭病床 5 张，共有 5 个
家庭医生团队，每个家庭医生团队
配备 3 个医护人员，各团队按服务
区域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同时为保
障医疗安全，组建医疗技术支撑团
队，避免了患者出岛奔波。

“ 就 相 当 于 把 病 房 搬 进 了 家
中，医生定期上门为其提供‘查
房’服务。”北仑区卫健局基层卫
生与卫监疾控科科长周昊说。

家庭病床依托家庭医生开展，
北仑区自 2015 年开展基层家庭医
生签约工作以来，家庭医生签约率
不断升高，百姓对家庭医生的认可
程度也越来越高。截至目前，全区
家庭医生在签 10.29 万余人，其中，
老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
人群在签 9.64 万人，重点人群在签
率已高达83.24%。“这些重点人群就
是家庭病床的重点服务对象。”周昊
说，以家庭作为护理场所，让慢性
病患者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医疗和
护理，既有利于促进康复，又可减
轻家庭经济和人力负担。

据了解，除了梅山岛外，目
前，北仑区已经建立了 215 张家庭
病床。“我们将进一步扩大这一惠
民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让家庭
医生成为更多百姓的健康顾问、管
理者，当好百姓的健康守门人。”
周昊说。

家庭病床
专业医疗服务送到家

为提高农村基层卫生健康服务
能力，我市推出三大举措：

一是完善村级医疗机构网点布
局 。 按 照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工 作 要
求，以规范化村卫生室建设为抓
手，不断夯实基层卫生网点，目
前 全 市 962 家 规 划 内 村 卫 生 室 有
755 家达到省定规范化标准，规范
化 建 设 率 达 到 78.48% 。 计 划 到
2025 年，全市规划内村卫生室规
范化建设率达到 80%以上。

新增 （改、扩建） 政府办村卫
生室 （社区卫生服务站）。截至去
年底，全市新增 （改、扩建） 政
府办村级医疗卫生机构 56 家，按
照省定要求全部通过验收。今年
计划新 （改） 建村卫生室 （社区卫
生服务站） 55 家。

二是补齐偏远地区医疗卫生短
板。强化四明山区等偏远地区巡回
医疗服务力度。以巡回诊疗服务车

为基础，在未设卫生室的建制村配
套建设健康小屋，合理安排卫技人
员与驾驶员，配置符合标准的诊疗
设备，进村入户开展巡回诊疗服
务，实行基本药物集中配备使用和
零差率销售。

三是推动基层卫生人员队伍建
设。强化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
去年增加基层医务人员编制 2000
余名。

营造政策环境，继续通过公开
招聘、在岗培训、人员下沉、转岗
培训等多项举措不断充实基层全科
医生队伍，同时适度提高基层全科
医生待遇保障，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营造人才“招得到、留得住、用
得好”的政策环境。

加强基层卫生人员能力建设，
重点提高基层卫生人员常见病、多
发病的诊疗能力以及实操能力。

（陈 敏）

我市三大举措提高农村
基层卫生健康服务能力

流动医疗队、高山巡访车、家庭病床、送药上山进岛……

让高山海岛的百姓都能方便看病

这几年，宁波健康卫生事业步入发展快

速道，基层医疗服务水平更是有了大幅提

高。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历史、地理的原

因，在不少偏远山区、海岛，仍然存在着就

医难的问题。为了让这些身处偏僻之地的老

百姓能够享受健全的健康医疗服务，宁波各

地出台了各种便民举措：成立流动医疗队，

配备高山巡访车，设立家庭病床、共享医

生，送药上山进岛……

“医生，你们又来给我们送医
送药啦，正好我的降压药马上就要
吃完了！”昨天，奉化区大堰镇三
溪村的村民又迎来了他们最欢迎的
常客——大堰镇卫生院“大雁流动
医疗队”的医护人员。

接过医生现场配的药，76 岁
的许婆婆一脸感激地告诉记者，她
会晕车，以前每次去医院开药看医
生，都会因为晕车在床上躺好几
天，所以得个病什么的，能拖就
拖，现在好了，每个月 2 次，大堰
镇卫生院的医生们都会送医送药到
村里，再也不用担心晕车了。

大堰镇地处四明山脉，全镇
129 平方公里，距城区 29 公里，是
奉化唯一的全山区乡镇。辖区地广
人稀，交通不便，而 6000 余常住
人 口 中 60 岁 以 上 的 老 人 约 占
70%，且多患有慢性疾病。随着山
区村级卫生室规模的不断缩减，看
病难成为当地村民的一块心病。

2017 年 4 月，奉化区大堰镇卫
生院成立了“大雁流动医疗队”，
每月 2 次，36 名医护人员利用休息
时间，为最偏僻的董家岙、韩学
士、石井、竹林、田墩、畈里 6 个
村及敬老院开展巡回医疗，为百姓
提供测血压、血糖、处方配药、健
康咨询等服务。对于行动不便的病
人，符合条件的开设家庭病床上门
服务。2020 年，大堰镇卫生院还
专门为医疗队配备了一辆流动医疗
车，医疗车上设有 X 光机房体检设
施、心电检查室、妇科检查室、生
化区域、B 超等检查室，村民在流
动车上就可以完成日常体检。

“截至目前，流动医疗队已覆
盖大堰镇 11 个建制村，流动医疗

车 出 动 112 次 。” 队 长 蒋 成 梅 介
绍，自流动医疗志愿服务开展以
来，山区患者看病少跑路、不跑
路，打通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有效解决了老人们的看病难
问题。

2020 年疫情来势汹汹，不少
村镇进行了布控，村里人不能随意
进出。在封锁交通的同时，也切断
了老年人配药的通道，许多老年人
面 临 “ 断 药 危 机 ”。 得 知 这 一 情
况，“大雁流动医疗队”第一时间
送医送药上门，为 200 余位老人送
上了 36 种紧缺的各类药物。

海曙区的章水、横街、龙观等
乡镇地处四明山麓，18 个高山村
有 7300 余名村民，其中 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约占 70%，且大多是空巢
老人，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但
其中不少村庄没有乡村卫生室等固
定医疗设施。为方便山区村民看
病，章水镇卫生院于 2010 年 11 月
建立了“流动社区卫生服务站”。
不管酷暑严寒、刮风下雨，医护人
员每月至少下村一次，服务的自然
村从之前的 6 个扩展到 10 个，基本
实现了山区全覆盖。“流动社区卫
生服务站”随停随走，配备有经验
丰富的全科诊疗医生、护士、公卫
医生。据统计，去年 1-10 月，共
派出医护人员 931 人次，高山巡回
卫 生 健 康 服 务 229 次 ， 服 务 群 众
14011 人次，就诊人数 5597 人次，
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上门医疗服
务 77 次。这个“流动的社区卫生
服务站”像一条丝带、一道彩虹，
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将大山深处
的各个山村连在一起，也连上了村
民们的心。

流动医疗队
翻山越岭送医上门

“ 村 里 有 了 这 个 便 民 服 务 点
后，家门口就能买到药，不用去镇
卫生院了，还能用医保报销，太方
便了。”1 月 14 日，宁海县山洋村
村民丁智永在买完药后高兴地说。

山洋村是岔路的一个高山村，
离镇区有 20 余公里，4 个自然村很
分散，相隔较远，村民每次看病买
药都要搭乘公交车去镇上的卫生
院。出行成本高，造成之前的山洋
村 村 民 有 小 病 小 痛 往 往 忍 受 着 。

“公交车一天虽然有 5 个班次，但
是路途远，而且老年人腿脚不利

索，买药不方便。”丁智永告诉记
者，服务点建成后，买药不仅方便
而且便宜，因为这里都是按照药的
进价售卖的。

“自从‘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
务点’建成后，许多村民过来登记
买药。原本要去卫生院开的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药，这里也有
了。药品从之前的 50 种增加到现
在的 80 余种。”山洋村“送药上山
进岛便民服务点”负责人陈金兰表
示，村民只要登记所需药品，第二
天就会送到他们的手中。

要用什么药
宁海村民可以点单

陈 敏 徐铭怿 牟露雅

据了解，从 2019 年 9 月开始，
宁海选择离县城较远的山区和海边
村庄，以“药店与批发企业”和

“村卫生室与批发企业”的合作模
式，在确保药品质量安全的前提
下，村卫生室或药店将村民登记所
需的短缺急需药品上报给药品定点
批发企业，由企业送药上门，建成
8 家 “ 送 药 上 山 进 岛 便 民 服 务
点”。同时，优先将各服务点纳入
社保定点单位，并提供远程诊疗服
务，以电子处方拓宽服务点药品保
障范围。截至目前，惠及偏远地区
群众超万人，各便民服务点已开展
服务 5580 次，接待群众 4438 人次，
指导用药、上门送药2408人次。

家住宁海县强蛟镇薛上岙村的
77 岁村民薛杏根，因患有下肢静
脉曲张性静脉炎，以往每个月要去

80 公里外的宁波李惠利医院配备
地奥司明片、多磺酸黏多糖乳膏等
药。自从薛上岙村卫生室建成“送
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后，该点
的负责人魏毓琳得知老人的情况
后，主动对接药业公司拿药配送，
考虑到老人腿脚不方便的情况，魏
毓琳每次主动送药上门，还免费为
老人进行各项检查。

在保障群众用药安全的基础
上，今年，宁海充分发挥药师群体
的职业优势，深化全民健康建设，
在 7 家零售药店设立“药事服务
站”，并组织 7 家“药事服务站”
36 名 药 师 开 展 两 期 “ 送 站 进 村 ”
活动，为周边居民提供合理用药用
械指导、健康知识讲座等，辐射周
边居民 5.65 万人，累计开展药事服
务 5066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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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堰镇卫生院“大雁流动医疗队”的队员们冒雪为村民送药。（资料照片）

▲大堰镇卫生院联合奉化区人民医院医生为村民义诊。（陈敏 摄）

韩立萍 制图

▲梅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送护理上门。（陈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