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看病不用出远门，挂号不用排长龙，家门口就能看名医，这是许
多人理想中的就医场景。 如今，这样的理想已逐渐照进现实。

2023年 4月 7日是世界卫生日， 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成立 75周年的
日子。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世界卫生日活
动的通知》，将中国宣传主题确定为“优质资源下沉，人人享有健康”。

如何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广大山区、海岛以及乡村居民获
得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公共卫生服务？ 得益于“医联体”“医共
体”“山海提升工程”等一系列措施的有效推广，浙江走出了一条特色
鲜明的医改之路，百姓就医更有获得感。

着力补齐村级医疗短板
公共卫生服务公平可及

“新冠疫情 3 年，让大家对公
平可及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有了
更切身体会。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22 年 12
月疫情转段期间， 浙江基层发热
诊室（门诊）通过延长开设时间、
扩充区域、增加诊间、增加医务人
员等方式扩大服务供给， 单日最
高就诊 17.6万人次， 最大限度满
足患者就近就医需求。

为了提高公共卫生服务的
可及性，近年来浙江大力开展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每个建制乡
镇（街道）均建有一家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标准化建
设率达 94.2%。

在“十四五”时期计划新改
扩建村级卫生服务机构 3000
家，着力补齐村级医疗机构服务
短板，缩小城乡差距。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近年
来基层医疗机构在持续探索的
公共卫生服务模式。 以全科医生
为核心，以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
支撑，通过签约的方式，促使医
生与签约对象建立起一种长期、
稳定的服务关系， 提供方便、有
效、连续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越来越受老百姓
欢迎。

据统计，2019 年到 2022 年
全省家庭医生签约人数从 2024
万人增加至 2676 万人，签约率从
37.7%提升至 41.85%，65 岁以上
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等
十类重点人群合计签约从 1547
万人增加至 1884 万人，签约覆盖
率从 77.93%提升至 87.95%。

超高龄手术、检查
在家门口都能做

90岁高龄，髋部骨折。家住衢
州常山县的徐奶奶以为这辈子再
也起不来了。没想到，自己不仅可
以在家门口接受手术治疗， 而且
术后第二天就可以下床。

这一切都是因为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对当地医
院的帮扶，从输血到造血，当地
民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
质医疗资源。

徐奶奶摔倒后，家人将她迅
速送到常山县人民医院（浙大一
院常山分院）， 她有较多的基础
疾病，心功能不全、严重的贫血、
骨质疏松等，手术难度很大。 浙
大一院常驻常山县人民医院的
骨科专家邀请心血管内科、麻醉
科等相关专家为徐奶奶会诊评
估后，手把手带教，指导当地医
院的骨科医生为徐奶奶实施“髋
关节置换术”，手术非常顺利，徐
奶奶第二天就能顺利下地行走，
恢复良好。

作为“国家队”的浙大一院，

乘着“山海”之风，与景宁畲族自
治县、缙云县、常山县、三门县 4
地人民政府签署框架协议，进一
步升级各项精准帮扶工作，将优
质医疗资源有效下沉到山区海
岛一线。

“浙大一院将持续和各家分
院一起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
使，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问题， 让大海边、大
山里的偏远地区百姓也能同样
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浙
大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表示。

不用再往县城跑
基层就医更便捷

近日，家住浙江省湖州市长
兴县林城镇姚洪斗村的金阿姨
迎来一个好消息———月底她就
可以在家门口做血液透析了。

金阿姨患有尿毒症，每周要
做 3 次透析。 每次去大医院都是
坐最早一班公交车出发，换乘两
次才能到达目的地，单程就要花
费 40 分钟， 做完透析回到家基
本已是下午。

透析后乏力感更加明显，路
上的颠簸常常让金阿姨感觉“吃
不消”。

随着医共体改革进程的推
进， 作为长兴县人民医院医共体

集团分院的林城镇卫生院将拥有
自己的血透室，4 月底 10 台机器
就能全部调试完毕“上岗”，为辖
区内 32位血透病人提供服务。像
金阿姨这样的病人再也不用舟车
劳顿， 从家里出发 5 分钟就能到
达卫生院，省时省力又省钱。

长兴县人民医院医共体集
团院长助理朱应如告诉记者，
2017 年 9 月起， 长兴县 8 家乡
镇/街道的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陆续挂牌“长兴县人民
医院医共体分院”， 打通了基层
医疗的最后一公里，服务居民人
数不断上升。 长兴县煤山镇卫生
院院长李勇福亮出一组数据：
2021 年煤山镇卫生院门诊就诊
量为 16 万人次，2022 年则为 24
万人次， 同比增长 67%；2021 年
出入院病例为 228 例，2022 年则
为 446 例，同比增长 51%。“2021
年我们还成立了消化内镜中心，
当地百姓做胃肠镜再也不用往
县城跑，大大提升了就医的便捷
度。 ”李勇福说。

高新技术“沉”下去
复明工作“扶”起来

“因为技术力量不足，我们那
儿不少患者拖到快失明了， 才来
手术。 ”在浙江大学眼科医院、浙

大二院眼科中心进修的潘顺坤医
生， 来自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
人民医院。 他说：“病人多、 病情
重、设备差、技术缺，是当地眼科
工作开展遇到的巨大困境。 ”

“在杭，我们培训进修医生
专业理论和实操技术，希望高新
技术有机会沉下去；下乡，我们
通过汽车眼科医院公益，深入边
疆地区了解基层困难和需求，思
考和推广新技术，努力把当地复
明工作扶起来。 ”亚太白内障及
屈光手术学会主席、浙江大学眼
科医院院长姚克教授表示，让人
人都有看得见的权利，是每位眼
科医生的心愿。

2016 年，受中组部和台江县
委县政府之邀，在浙江大学大力
支持下，相隔 1500 公里的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贵州
省黔东南州台江县人民医院正
式缔结帮扶关系，浙大二院台江
分院由此诞生。

今年，潘顺坤获得来杭进修
的机会，跟着浙江大学眼科医院
副院长、白内障专科主任徐雯学
习。“老师边做手术边教学，透过
高清的手术显微镜，每个步骤我
都看得清楚。 ”从手术室无菌操
作、到手术器械递送顺序、方向
角度，到手术切口制作、尺寸及
手术操作可能带来的并发症，潘
顺坤实时接受新知识，每天都在
快速成长。

截至目前，浙江大学眼科医
院已带教、培训数千位基层眼科
医生。 除了提供更多进修机会
外， 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自 2022
年初起持续派驻眼科医生到台
江分院，负责门诊、手术、上山下
乡患教、义诊等工作。 今年医院
还从浙江省慈善总会那里募集
到精良的显微镜，送给当地。“这
样我们那儿的贫困白内障患者，
也能享受到先进技术和先进的
设备给他们带来的光明。 ”潘顺
坤医生说。 （据《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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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诊室进村，家门口透析

世界卫生日：优质资源“沉”到基层

新闻 NEWS

4 月 10 日，全国首例亚洲象
公益诉讼案在昆明铁路运输中
级法院开庭，环保组织北京市昌
平区多元智能环境研究所起诉
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作为公益
类单位却组织亚洲象表演搞营
利活动，涉嫌虐待野生动物。

上述环保组织提供的起诉书
显示， 原告北京市昌平区多元智
能环境研究所请求法庭判令被告
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停止大象学
校对大象的表演训练及表演项目
等虐待大象的活动； 判令被告在
国家级主流媒体上针对其虐待野
生动物、 侵害动物权益的行为赔
礼道歉； 判令被告对园区内野生
动物受到的身体长期心理创伤、
身体创伤进行赔偿或者给与心理
与生理长期康复治疗， 并对符合

放归条件的亚洲象放归自然等。
起诉书显示，经原告初步调

查，被告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勸养子保护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 之内，
是中国首家以动物保护和环境
保护为主题的国家公园。

北京市昌平区多元智能环境
研究所认为， 被告以公园旅游服
务、亚洲象驯养、繁殖、演出等为
主要业务的企业。 被告所属行业
为公共设施管理业， 属于公益类
事业，承担着“中国云南亚洲象种
源繁育基地”项目。其设立的主要
目的是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
面积自然生态系统， 实现自然资
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 但是被
告实际上长期从事危害濒危野生
动物，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

北京市昌平区多元智能环境
研究所列出的证据显示： 西双版
纳野象谷景区在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提交的一项专利申请《一种大
象培训和驯养的方法》 中明确提
到这项专利的目的是驯化大象；
在专利中对大象的训练方法里，
反复提到用象钩或者是钉子钩大
象的智慧瘤、 肩部以及屁股等伤
害大象的方式训练； 并且对大象
的训练动作涉及骑背、拜佛、坐油
桶、站立行走、按摩等不符合大象
日常生活习性和天性的动作。

起诉书还提到，被告在园区
内设置大象学校，对园区内的亚
洲象进行表演训练，并且开展亚
洲象各种表演， 其中有大象套
圈、大象踢球、大象跳绳等违背
亚洲象天性的动作表演。

原告认为，上述被告的专利
和训练、表演、学校培训等行为
不仅会给大象的身体带来严重
的损伤，还会使大象在反复的残
酷训练中心理受到严重损害，扭
曲了亚洲象的天性，使亚洲象不
能以其自然天性的状态生存，反
而是长期处在人工控制下，这与
国家批准被告建立亚洲象种源
繁育基地的目的背道而驰，并且
与我国针对亚洲象这种旗舰物
种的拯救性原则南辕北辙。

因此，原告依据《环境保护
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
提起公益诉讼。

该案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

15 时在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开庭。

公开资料显示， 亚洲象是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且是《濒危
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中所
列的濒危动物， 目前在我国的种
群数量维持在 300 头左右。 原告
北京市昌平区多元智能环境研究
所是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维
护社会公共利益， 且从事环境保
护公益活动的非营利社会组织。
被告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有限公
司（曾用名：西双版纳金孔雀旅游
集团野象谷景区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3 年，其主要业务是公园旅
游服务、公园经营、住宿、餐饮、歌
舞表演、旅游产品等，在工商资料
中注明其业务还有亚洲象驯养、
繁殖、演出等。 （据澎湃新闻）

全国首例大象公益诉讼开庭

汽车上的云诊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