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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湖里区卫生健康局

厦湖卫健函〔2025〕17号
答复类别：A类

关于区政协九届四次会议
第 20253019号提案办理情况答复的函

卞小燕委员：

《关于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案》（第 20253019

号）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办理工作背景

我局对你们提出的《关于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提

案》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工作人员针对提案建议内容，梳理总结

目前已开展的相关工作情况，并结合我区实际，对下一步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工作做出相应计划安排。2022 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社卫中心”）回归区管以来，我局积极优化医疗资

源配置，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取得一定成效。

二、措施与成效

（一）针对“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增强基层卫生机构‘造血’

能力”的建议，我们聚焦“引、育、留”，换发基层卫生人才队伍

活力。一是聚焦缺口揽才。聚焦全科医学、护理学、影像学等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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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才及收费等辅助岗位人员缺口较大问题，协调市卫健委将湖

里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招聘纳入全市卫健系统统一招聘的组

织安排，2024 年 5 家社卫中心分 3 批次招聘编内、编外人员共

50 人。截至 2024 年 10 月，各社卫中心共有工作人员数 664 人，

其中编内人员数 607 人，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620 人。截至 2025

年 3月，全区全科医生数达 348 名,其中社卫中心全科医生共 215

人，社卫中心全科医生较 2022 年（136 人）同期增长 58.09%。

二是系统规划育才。坚持系统培育，鼓励社卫中心分批次选送工

作人员参加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基层人才能力提升培训等脱产培

训强化全科理念及临床思维，2024 年，各社卫中心共派出人员

参加系统性培训 101人次。面向社卫中心中层及以上干部开设管

理能力提升系列课程，增强领导干部管理意识。强化学赛结合，

2024 年以来举办区级医务人员岗位技能竞赛 3 场、组织区级理

论技能培训约 60课时，参与竞赛或培训的人员逾百名，发掘表

现优异的基层医疗人才数十人。三是强化保障留才。充分落实“两

个允许”政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支结余部分可用于在职人员

激励，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额。将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控制数核定标准提升至服务人口比例 1‰，用作机构岗位

设置基数，推动社卫中心岗位竞聘改革，有效缓解基层岗位评聘

压力。指导各社卫中心重新制定增量绩效激励分配方案、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绩效分配方案，探索业务工作量及工作成效量化核算，

破解绩效分配“平均主义”问题，有效激发队伍内生动力、提升

服务效能。

（二）针对“推进医联体建设，发挥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和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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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的建议，我们打造“网、库、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基层。一是筑牢精准双向转诊网。指导各社卫中心与辖区内厦

门市中医院、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弘爱医疗集团等 5 家机构开展

精准双向转诊合作，合作内容包括双向转诊、设立专家基层工作

点、资源共享、人才培养等，2024 年，社卫中心医务人员抓紧

专家下社区、上转病例随访等机会主动学习，跟诊学习 739 场，

在专家指导下建立完善特色专科 13 个，服务群众 3165 人次，精

准双向转诊人员约 1.2 万人次。二是打造医疗服务专家库。邀请

三级医院专科医生以“专科顾问”身份加入家庭医生签约团队，

制定专科医生下沉基层提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绩效分配方案，约

定服务项目、明确工作量，服务内容包括专家定期下基层转诊、

开展业务培训等。2024 年以来，全区 5 家社卫中心共邀请来自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中山厦门

医院等 8 家三级医院的 46 名“专科顾问”加入家庭医生签约团

队，覆盖专科二十余种。用好国家、省、市“组织城市医院支援

社卫中心”“千名医生下基层”等政策，结合基层实际，主动对

接三级医院派驻专家常驻基层开展服务，2024 年以来，三级医

院共派出 54 名专家定期下社区坐诊。鼓励精准拔高，支持社卫

中心工作人员聚焦基层发展，结合群众需求，发展新业务、新项

目，2024年，社卫中心根据业务需要共派出 62人次前往医院进

修。三是打造健康管理服务链。指导各中心和三级医院专科医生

联合，为居民提供“预防-筛查-诊断-转诊-治疗-随访-康复-自

我管理”的全链条专病管理服务，在推进高血压、糖尿病等 16

类市级专病分级诊疗病种健康管理的基础上，各社卫中心主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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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三级医院，创新打造结节病、静脉曲张、痛风（高尿酸）、慢

性咳喘、常见风湿病、帕金森等多个专病共管项目。

（三）针对“优化基层卫生系统慢病筛查”的建议，我们着

眼服务全流程，提升慢病管理服务质量。一是慢病筛查项目丰富

便捷。持续开展高危人群乙肝筛查、大肠癌筛查、脑卒中筛查、

甲状腺疾病筛查、阿尔茨海默病疾病筛查、下肢静脉曲张疾病筛

查、冠心病病疾病筛查、慢阻肺筛查等慢病筛查服务项目 8项，

提高呼吸系统疾病、胃肠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早筛早

诊覆盖率。2024 年，各社卫中心共开展慢性病筛查近 4.5 万人次。

二是慢病管理实现服务闭环。建立慢病双向转诊制度，将筛查出

的可疑病例及时通过绿色通道转诊到三级医院，后续健康及随访

管理优先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有效促进慢性病早诊早治，构

筑“社区疾病筛查-医院诊疗-社区康复”健康管理闭环。由“全

科医生+专科顾问+健康管理师”组成的专病共管团队 38 个，组建

病友群，由病友实时交流、全科医生“一对多”及时指导、专科

顾问保障专科资源并提供技术支持，共同为患者提供服务，2024

年以来管理常见病、慢性病患者逾万人次。三是数字赋能慢病管

理。依托市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建立全市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实

现医疗机构之间诊间预约、档案共享、双向转诊、出院随访、检

验转检、心电协同等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各医疗机

构可通过信息平台调阅和共享患者健康档案，每月居民电子健康

档案共享 20 万人次以上。依托“厦门 i健康”手机 APP，搭建医

生与居民互动交流管理平台，居民可在线享受到健康咨询、预约

转诊、慢性病随访、健康管理、绑定智能设备实时监测体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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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处方在线续方、申请上门服务和家庭病床、精准健康保健知识

科普和健康提醒等服务。

（四）针对“加强基层卫生服务的宣传和政策推广”的建议，

我们强化“新、实、准”，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影响力。一是

宣传角度新。从 2024 年起，指导各社卫中心用更加生动活泼的

语言对家庭医生签约等社卫中心服务内容开展宣传，并尝试通过

直播等方式面向企业开展宣传，把宣传的重点放在中医药服务、

体卫融合服务、“亚健康”人群健康咨询等方面，试图与年轻人“交

朋友”。2024 年，我区常规签约 7-64 岁人群 19.59 万人，对比

2023 年同比增长 23.57%。二是宣传范围广。“健康湖里”微信

公众号于 2023 年起先后推出“签约家庭医生、交个医生朋友”“家

门口的好医生”等系列推文 21 篇，协助“湖里头条”采编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服务开展情况报告 1 篇，阅读量共计 3.71 万人次，

宣传推广家门口的好服务、好医生。同时，各社卫中心也通过制

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项目内容宣传单、手册，

利用义诊进社区、体检进小区、团队进家庭等方式，面对面向广

大群众宣传服务内容和免费政策，积极引导群众自觉参与免费健

康管理，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并通过推送中心服务内容、专家门

诊信息、举办市民开放日等方式提高中心影响力。2024 年，各社

卫中心年度总诊疗量同比增长 37.77%、其中门急诊量较上年增长

8.94%。三是宣传内容准。突出“靶向宣传”的精准性，一方面

发挥家庭医生熟悉签约病人病情的优势，通过“厦门 i健康”等

平台针对性推送健康科普内容，引导居民主动参与疾病筛查、做

好健康管理；另一方面聚焦不同群体关心的健康问题，宣传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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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管理服务内容，比如针对老龄化问题突出的社区，在宣传

高血压、糖尿病、脑卒中、冠心病等专病共管的基础上，向群众

展示中心的家庭病床服务；面对学生，以健康副校长为枢纽，强

化“医-校-家”联动，开展近视防控、心理健康教育、常见传染

病防治等科普，提高科普宣教质效。

三、存在的问题及今后推进计划

当前，各社卫中心仍存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较为基础、

家庭医生履约服务还有欠缺、基本医疗服务缺乏特色等问题，下

一步我们还将指导各社卫中心进一步夯基础、强特色、求突破，

为居民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优质、连续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吸引更多居民在基层首诊，合理分流患者，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质量。

一是做实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强化健康档案管理、确保档案

真实性、有效性、规范性；注重数据资源优势转化，通过健康档

案分析居民健康情况，提升健康管理质效。强化重点人群健康管

理，特别是要紧盯“一老一小”、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

病管理，结合实际差异化、个性化发展妇女儿童保健服务项目、

丰富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健康管理吸引

力。

二是做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用，推

动医疗科室和公卫科室以“医防融合”为目标，协同合作、同向

发力，进一步推动家庭医生“签而优约”“管而有效”。要求家庭

医生完善签约居民健康档案、掌握签约居民健康情况，为居民提

供健康指导。将社区高发的健康问题转化为健康管理的目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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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疾病共同管理为突破口，引导存在健康风险或某种疾病高危

因素的居民参与疾病筛查，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进一步诊断、转

诊、随访及康复等服务，实现常见病的全过程管理。

三是做特基本医疗服务。以高素质人才为基础，建强大全科、

小专科，持续改善医疗服务、加强特色服务、建设特色科室，提

升对常见慢性病的识别、诊断、治疗和管理能力。以社区需求为

导向，增强中医、康复、老年、儿科、运动、口腔等特色专科服

务能力，以更综合、连续、更贴心的供给提升居民首诊基层意愿。

区政府分管领导：吕方

承办单位领导：白贤龙

承办单位联系人：陈亚娜 联系电话：2808388

厦门市湖里区卫生健康局

2025 年 6 月 12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区政协提案委员会，区政府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