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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金色观察

出家，只能处理简单的头疼、止血等问题。”

陆贵鹏无奈地说。

 曾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基层卫生系统

支援和服务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章印红介绍，乡村医疗人才断层问题较为突

出，以他帮扶的某乡镇卫生院为例，大学本

科及以上人员仅占 3.6%，大专学历人员占

18.8%。乡镇尚且如此，只配备一两名医护

人员的村卫生室可想而知。

医学专家建议，应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的财政投入力度，探索多元化社会投入模

式，不断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收入和社会保

障水平，解决人才匮乏问题。同时，探索完

善村医职业健康险、医疗事故赔偿责任险、

退休养老险等保险机制，制定出台科学的考

核评价管理机制，增强从业人员的责任感。

此外，还应加大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力度，

通过县、乡、村卫生机构纵向业务合作，不

断提高村医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有关人士表示，下一

步，将通过公开招聘医学专业大学生计划、

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乡村医疗卫生人

员培养培训计划等项目，不断加强乡村医疗

卫生队伍建设，提升乡村医生素质，逐步解

决“看不好病”等问题。

 

   数字赋能，打通医疗惠民“最后一公里”

“除了破解人才匮乏、设备简陋等问题，

依托数字化技术整合医疗资源，为村卫生室

搭建‘远程诊疗’服务平台，也是一条有效

发挥村卫生室作用的‘捷径’。”云南省医

师协会理事潘萍认为。

在“数字医疗”方面，得益于云南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和数字赋能千行

百业的建设成果，各地积累了一些经验。

永仁县围绕“县域医共体”思路，通过

数字赋能，构建起“县级骨干医院 + 乡

镇卫生院 + 村组卫生室”三级服务网，

三级数据互联互通，县级骨干医院和乡

镇卫生院实行“互联网诊疗”，村卫生

室则搭建远程问诊系统等，群众只需在

村卫生室就能实现县医院远程诊疗，有

效破解地域就医壁垒，让村卫生室真正

发挥作用。

云南省历来重视“数字医疗”建设，

2023 年，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

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

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快推进县

域人口信息、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

案和公共卫生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到

2025 年统筹建成县域卫生健康综合信

息平台。推进乡村远程医疗服务体系

建设，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在

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配置应用。

潘萍认为，在政策支持下，各地可

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通基层医疗信息的

交互壁垒，让基层医务人员连线专家不

再遥不可及，有效促进专家的丰富经验

“辐射”到乡村。此外，还应加快推进

以“数字医疗”为核心的“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实现人、财、物统一管理，

大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群

众就近就便享受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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