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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巩义市 ，位于中原腹地 ，是河洛文明的摇篮 ，诗圣杜甫的故乡 ，连续20多年位列全国 
百强县（2022年45名），常住人口85万 ，面积1043平方千米 ，蝉联全国文明城市、连续4届荣膺 
最具幸福感城市。

诗圣杜甫 北宋皇陵                                                           

巩义概况



2020年5月7日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 ，进一步印证

了中华民族5300年的文明史。被考古专家称为河洛文化的胚 

胎 ，华夏文明之根， 中华文明之魂。

巩义概况

河洛古国遗址



“郡县治 ， 天下安”。 县域医改是全面深化医改的基础 ， 构建中国式现

代化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 实现“大病不出县、 小病就近看、 未病共同防、 

群众更健康”是县域医改的最终目标。

引言



2019年12月4日 ， 巩义市成立由人民医院牵头, 由市公立中医院 、 市妇幼保健院、 
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 15家乡镇卫生院 、 310家村卫生室组成一个医共体，
实现了人财物七统一管理。

成立总医院



成立总医院
基层单位揭牌仪式



打造七大体系02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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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医院围绕人民群众多层次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 ，整合县域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资源 ，构建七大健康服务体系：

健康促进体系、 慢病管理体系、 妇幼保健体系、 中医药发展体系、   

急救体系、 医养结合体系、延续医疗护理家庭病床体系。



健康科普： 陆续培养了县、 乡、 村700多名健康科普专家, 每年开展100多场健康科普进机关、

01健康促进体系

学校、 社区、 乡村巡讲活动。

走进小学走进农村



全媒体科普 ： 建立 “巩医电视台 ”、 “广播电台 ”,设立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 制作1000余个健康科普

音视频,在成员单位门诊、 病房、 手术室外电视循环展播, 受益群众百万人次。

01健康促进体系



全媒体科普 ： 建立 “巩医电视台 ”、 “广播电台 ”,设立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 制作1000多个健康科普

音视频,在成员单位门诊、 病房、 手术室外电视循环展播, 受益群众百万人次。

手术室等候区                                                      卫生院                                        卫生室

01健康促进体系



连续13年在文化广场举办大型健康文化节 ： 采用河洛大鼓 、 小品 、 快板书等形式传播健康科普知

识 ， 累 计 百 万 余 人 次 受 益 ; 获 得 2 0 2 1 年 “ 全 国 科 普 日 优 秀 特 色 活 动 ” 。

河洛大鼓                                                小品                                               快板书

01健康促进体系



双积分制管理 ： 为积极推进健康科普的普及 ， 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 巩义市总医院长期开展 “ 健康知

识科普有奖问答 ” 活动 。 每周推送一期健康知识问答 ， 每周统计前10名全部写出正确答案的人员    

名单 ， 于每周一公布获奖名单 。

01健康促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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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县、 乡、 村三级324个家庭签约团队。 包含市级医院、 中医、 妇幼保健、 疾控中心专业人员 ， 同时与政 
府健康管理员协作共同开展公卫慢病管理工作。 对“高血压、 糖尿病、 冠心病、 脑卒中、 慢阻肺”等23种   
慢病进行动态管理 ， 实施预防、 筛查、 管理、 诊断、 治疗、 康复全流程管理。 目前共管理慢病患者22.2万    
余名 ，基层慢病管理率由2019年的56.41%达到2023年的90.22% ，慢性病住院率与过早死亡率逐步下降。

02慢病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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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维度：

工作质量

工作数量

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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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妇幼保健院牵头 ，建立县、乡、村三级妇幼保健体系 ，为全市育龄女性提供备孕、孕期、
产后无缝隙健康管理 ，为婴幼儿成长提供体格检查、疾病筛查、营养干预等一站式健康服务。

03妇幼保健体系



03妇幼保健体系

巩义市人民医院家化产房



03妇幼保健体系

巩义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



巩义市公立中医院产后护理中心(月子中心)

03妇幼保健体系



03妇幼保健体系

巩义市妇幼保健院托育中心



03妇幼保健体系

巩义市妇幼保健院托育中心



依托巩义市公立中医院 ，构建县乡村中医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了“市公立中医院有国医堂 ，镇

有中医馆 ，村有中医室”的中医药发展体系。

巩义市公立中医院国医堂                                   涉村卫生院中医馆                                      桃花峪村中医室

04中医药发展体系



建立中医专家巡回坐诊机制：邀请国家级、省级名中医定期来院坐诊 ，安排县域内名中医在

成员单位轮流坐诊。

河南省名中医在公立中医院国医堂坐诊           公立中医院名中医在卫生院坐诊                卫生院名中医在公立中医院坐诊

04中医药发展体系



适宜技术培训：举办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培训班12期 ，推广中医适宜技术24项 ，并持续开

展西学中活动 ，培训学员100余人 ，开展“巩义市十大名中医镇镇行”等系列活动。

04中医药发展体系



共享中药房： 依托巩义市公立中医院 ，建立4个共享中药房 ，分别负责5家医疗机构。 搭建共享中

药房处方流转软件平台 ， 为医共体各成员单位和患者提供中药饮片委托代煎（加工） ， 实现配送  

一体化服务。

调配区              煎药区              发药区        储存区

04中医药发展体系



煎药信息可随时进行追溯查询，百姓可选择自提或者物流配送到家，实现患者家门口看病，家门口

取药的双便利。

04中医药发展体系



从接方、 审方、 调配、 审核、 浸泡、 煎煮、 打包、 发药等全过程均由计算机煎药系统管控 ，物联网及互联

网技术全程支持。

04中医药发展体系

结束煎煮开始煎煮 接收打包 发货

调配 复核 浸泡审方



自智慧共享中药房启动运行以来 ，共流转代煎处方14257张 ，75902剂 ，服务辖区内15家基层卫生院和3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4中医药发展体系

共享中药房流转代配代煎处方张数剂数统计表
2023年5月12日至2024年3月31日

单位名称 代煎张数 代煎剂数

巩义市人民医院 4138 23549

孝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678 3872

紫荆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437 14266

杜甫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0 1461

康店卫生院 77 380

河洛镇卫生院 502 2921

站街卫生院 289 1253

新中卫生院 23 115

米河卫生院 131 716

小关卫生院 15 67

竹林卫生院 447 2211

大峪沟卫生院 139 586

北山口卫生院 3901 19267

涉村卫生院 723 2887

夹津口卫生院 146 966

西村卫生院 86 409

芝田卫生院 65 344

回郭镇卫生院 115 607

鲁庄卫生院 45 25

合计 14257 75902



县乡村15分钟急救圈
已完成8000多人次救治

05急救体系



搭建院前急救系统： 一键启动 ， 应用5G技术 ， 实现上车即住院 。 四年来 ， 累计在基层救治急危重症患

者8000余人次。

站街卫生院与巩义市人民医院连线

05急救体系



在公立中医院设立医养中心,卫生院成立医养康复中心,卫生室建立日间照料中心,形成县乡村三级

医养照护体系 ， 为失能半失能和无人照顾的老年人提供医养康复服务。

公立中医院医养结合中心                  站街卫生院康养中心                     叶岭村卫生室日间照料中心

06医养结合体系



2019年成立延续医疗护理服务中心 ， 开展医护上门服务 ，患者电话、 网络预约 ，总医院安排离患者最近的医

疗机构医护人员上门为患者提供79余项服务项目。

07建立延续医疗护理家庭病床体系



市镇参与出诊的医护人员共626人 ，基层医护人员240人 ，都经过严格的资质审核、 理论、 技能考核，

合格后发放《居家护理资格证书》 ，方可持证出诊。

07建立延续医疗护理家庭病床体系



07建立延续医疗护理家庭病床体系



07建立延续医疗护理家庭病床体系
成立四年来累计开展19000余例次。



患者家属在院长微信中的留言“医护上门这项服务一定要长久坚持下去 ， 因为老百姓太需要了”。

07建立延续医疗护理家庭病床体系



为解决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问题 ， 聚焦民生痛点难点，

河南省委改革办、 省卫生健康委、 省医疗保障局联合在全省开 

展家庭病床服务试点工作 ， 院领导召开协调、 筹备会 ， 成立 

巩义市总医院家庭病床管理科 ， 让患者 “足不出户 ， 在家也能 

住院刷医保”。

07建立延续医疗护理家庭病床体系



患者电话预约后、 通过网络申请 ，总医院审核遵循自愿原则网上办理家庭病床 ，安排医护人员上门为患者

提供诊治 ， 2023年9月起 ，成立了“家庭病床管理中心”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卫生院开展家庭病床服 

务 ，累计办理家庭病床住院120人次 ，推动了医疗卫生服务向社区、 家庭延伸。

07建立延续医疗护理家庭病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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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化技术 ， 加快互联网+医疗在医共体的应用 ， 建成十二

大医疗服务中心 ， 实现医共体内诊疗信息互联互通 ， 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 ， 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到省、 市乃至国家级专家的远程诊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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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十二大医疗服务中心



建成覆盖各成员单位及辖区村卫生室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纵向贯通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 ，横向打通
公卫、 医疗、 医保等系统 ， 实现健康信息互联互通。

01大数据中心



购置医保智能审核软件 ，对全市医疗机构医师诊疗行为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

01大数据中心



根据基本公卫的工作需要 ，结合家庭签约服务 ，建设统一的云公卫系统。

01大数据中心



线上对检查项目、 门急诊、住院病历、处方进行审核。

01大数据中心



打通成员单位财务系统 ，对成员单位财务收支情况实时分析。

01大数据中心



成立慢病管理团队 ，为全市居民建立健康档案 ， 目前共管理慢病患者22万名 ， 2023年基层慢病管理率 
超过90.22% ， 同比提高4.03%。

02慢病管理中心



打通医疗和公卫系统： 将诊断或体检出的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等信息推送到基本公卫系统 ，系统自

动提醒村医将新发患者及时筛选出来 ，纳入慢病规范管理 ，使慢病管理关口前移。

02慢病管理中心



2021年5月开通互联网医院 ，线上服务科室47个 ，线上坐诊医生497名 ，患者咨询问诊量上万人次， 
实现患者在家中视频就诊、 预约检查、 开药（药品物流送上门） 。

03互联网诊疗中心



配备3.0T超导磁共振 3台 ，CT 7台 ， DR 7台 ，每年判读影像报告25万多例 ，其中市人民医院判
读量达13万余例 ，为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判读12万余例。

04远程影像中心



成立于2017年8月 ，免费为基层安装了346台远程常规心电图机和25台实时动态心电监护仪，市
医院24小时实时诊断报告。每年判读心电图量有23万余例 ，其中基层占8万余例。

05远程心电中心



成立于2018年8月 ，免费为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配置了远程电子血压计100余台 ，每年为基层
患者远程诊断10万余人次。

06远程血压中心



成立于2018年1月 ，每年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患者远程诊断1万余人次。

07远程血糖中心



2020年成立 ， 每年为市人民医院及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远程超声诊断 ，检查量约18万人次。

08远程超声中心



2022年1月成立 ，为所有乡镇卫生院配备了远程胎心监护设备 ，共开展远程胎心监测6000余例。

09远程胎心中心



检验中心                                                                         病理中心

每年通过冷链物流接收基层血样标本年检测量1万余例。 每年接收基层病理标本年检量5000余例。

10-11检验病理中心



负责总医院内的电话预约、 健康咨询、 双向转诊、 维修及物资调度。

12调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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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双打包之公卫

我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总额预付足额拨付总医院，统筹用于医防融合工作。总医院按照

各卫生院（社区服务中心）辖区人口总额预付80%拨付成员单位，总医院公共卫生部每月对

镇村两级进行考核，依据考核结果拨付余下资金。



2020年起按照“总额预付、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

原则，巩义市医保基金扣除风险调剂金、大病保险后的

余额的90%由市总医院具体经办。

制定县外转诊病种， 规范转诊流程， 由总医院、中医院、

瑞康医院组建转诊转院会诊专家库， 联合审核规范外转。

制定基层诊治病种， 规范上转流程， 取消双向转诊住院

起付线，引导患者有序就诊。

实现了改革前年度透支6000余万元到改革后年度医保基

金结余近2000万元。

经费双打包之医保



 工作成效

巩义市城乡居民医保数据对比

年份
县域内二级医疗机构住院人次占

比
基层住院人次占比 基层基金支出率 县域内住院补偿比

县域内住院次均费用
（元）

2020年 83% 17% 13% 49% 5888.48

2021年 80% 20% 14% 50% 5806.81

2022年 75% 25% 18% 56% 5449.56

2023年 80% 20% 22% 55% 5857.72



 工作成效

巩义市城乡居民医保医保基金使用情况

年份 可用基金（单位：亿元） 实际使用（单位：亿元） 基金余额（单位：万元）

2019 4.52 5.2 -6800

2020 4.67 4.42 2500

2021 5.14 4.99 1500

2022 5.57 5.21 358

2023 5.67 6.37 -7000



巩义医改已经走过10余年的历程。 实践中有探索、 有收获、 也有困惑。

一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医改道路。 医改是世界性难题 ， 没有现成路径和成熟模式可以复制。 推进

医改一 定要从国情出发 ，结合本地实际 ， 实事求是、 守正创新 ，始终高举公益性旗帜 ， 把实践好、 

维护好、 发展 好人民利益作为医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 ，

构建中国式现代化 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二要坚持医疗、 医保、 医药协同发展。 深化医改已进入改革攻坚期和深水区 ， 体制机制性矛盾

和问题更加凸显 ， 需要在部门协同、 政策联动、 系统集成上投入更多精力 ， 下更大的力气抓好落实 ， 

才能在改革 中相互促进 ， 成效上相得益彰 ，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就医的获得感、 幸福感。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