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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观察

面对的难题。”保山市施甸县由旺

中心卫生院院长蒋文杰说。

人才引进来了，如何留住人才

又成为一个难题。一方面，愿意进

入乡村医生队伍的医学生越来越

少，一些乡村卫生所（室）出现了

乡村医生青黄不接的状况。另一方

面，现有的乡村医生医疗技术水平

参差不齐，职业素质偏低，加之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量大、医疗风

险高、待遇保障偏低，导致他们工

作积极性不高。

为化解这一问题，由旺中心卫

生院牵头成立了由旺镇乡村医生协

会，当出现医疗纠纷或者医疗事故

时，由卫生院和协会共同出面进行

调解，发挥协调作用。同时，通过

选举会长、制定规章制度等措施，

由协会发挥对乡村医生的监督作用。

“这些举措不仅增强了乡村医

生的抗风险能力，也让大家团结一

心。”蒋文杰说，由旺中心卫生院

从统筹公共卫生工作经费、业务收

入分配比例、开展节日慰问、代缴

乡村医生养老保险等方面打好“感

情牌”，进一步激发下辖16个村卫

生室、49名乡村医生的干事积极

性，做到感情留人与事业留人相互

结合。

为解决乡村医生的待遇问题，

近年来，云南加大补助力度，如今

乡村医生平均月收入从2015年之

前不足2000元提高到3500元，较

好地稳定了乡村医生队伍。除了保

障乡村卫生人员各项待遇，实现待

遇留人外，省卫生健康委还与省总

工会连续5年组织优秀乡村医生进

行疗休养活动。此外，省委、省政

府举行的“云南省优秀医疗卫生人

员”“云南健康卫士”等表彰活

动，也极大增强了基层卫生人才队

伍的责任感、荣誉感。

消除“用才难”：以师带徒提水平

“怎样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

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家庭医

生签约率在20%左右，服务开展不到

位，有的地方签约医生形同虚设，

如何改进？”今年5月，省十四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期间专门召

开的质询会，围绕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存在的问题，向省卫生健康委领

导班子成员提出质询。“当前，云

南基层医疗机构主要存在服务能力

弱、服务功能不足、服务质量不高

等问题，群众获得感较低。”在接

受质询时，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

人坦言。

为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

力，消除“用才难”的瓶颈，红河

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弥勒市以乡镇卫

生院定点帮扶村级卫生室的方式，

组织医疗骨干、优秀医生下村带教

坐诊，为村医点评处方，指导村医

开展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组织村

医定期到卫生院跟班学习，提升疾

病救治、分级诊疗、转诊治疗等业

务能力。同时，以拜师等形式，将

村医纳入名老中医招徒范围，由当

地名中医手把手教授中医药技术知

识。目前，弥勒市共有16个中医

馆，村级卫生室“能西会中”的村

医超过200名，以前只有市级中医医

院才能实施的针灸、拔罐、刮痧等

常见中医技术，现在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甚至一些乡村

卫生室也可实施，真正发挥基层卫

生人才作用。

为提升基层卫生人才的医疗水

平，云南深入推进“优质服务基层

行”活动，全省建成1483个基层慢

病管理中心和708个心脑血管救治

站，已基本实现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全覆

盖，5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建成心

脑血管救治站，有力提升了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危急重症识别和救治

能力。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督

促指导各地落实好各项乡村卫生人

才政策保障措施，加强乡村卫生

人才培训培养，关心关爱基层医务

人员，督促兑现乡村医生待遇保

障，持续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

设。”车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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