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 师 报 讯 （ 融 媒 体 记 者  

杨瑞静）医疗服务价格长期偏

低，制约了医疗服务供给的增

加——在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

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

长毕井泉看来，正是由于这一

因素，导致中国居民日益增长

的医疗健康需求与医疗资源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矛盾比较

突出。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毕井

泉在 1 月 26 日召开的第十五届

健康中国论坛上给出了答案。

把烂尾楼改造为住院楼
毕井泉举例说，住院普通

病房普遍是 4 人间、6 人间，甚

至 8 人间，加上陪护的护工，挤

在一个狭小空间里，患者很难

得到很好休息。现在城镇居民

平均住房面积已达 30 多平方米，

相当一部分人愿意多支付些费

用以改善住院条件。如把医疗

机构部分病房改造为 2 人间或 3

人间，把一些城市里的烂尾楼

改造为医院的住院部，并相应

提高住院费标准，既可增加建

筑业的需求，扩大建筑业农民

工就业，又可以改善患者住院

环境，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再如，我国医生与护士的

比例约为 1:1，低于国际平均水

平的 1:3，住院患者不得不每天

花费 200 元 ~300 元请护工。如

果把护士的护理费标准提高到

护工的水平，使护理费能够覆

盖护士工资性支出，就可以大

量增加护士就业。如把医生护

士比例提高到 1:4，就可以在医

疗领域增加 1500 万人就业的同

时，有效减少患者家属陪护的

劳动损失，为社会创造更多财

富和价值，从而为健康中国建

设奠定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

将医保金新增设医保税
与此同时，应对人口老龄

化挑战，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的重要内容。老年人养老的核

心问题是医疗和失能照护。

毕井泉建议，加快发展多

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对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生活需

求、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老年人患

病是大概率事件，对这种必然

性的问题应当研究通过政府提

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解决老年

人医疗和失能护理问题。建议

把征收工资 6% 的职工医疗保险

金（统筹部分）改为医疗保险

税，专项用于 65 岁以上老人的

基本医疗和照护服务，委托社

保机构经办。同时，鼓励保险

公司推出老年人补充商业保险。

这将极大地刺激养老产业发展，

并释放攒钱养老工作人群的消

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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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井泉 ： 提高部分服务价格  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医疗领域可增 1500 万人就业

从骨干转型管理者需三步
▲河南省肿瘤医院总会计师 韩斌斌

从骨干到管理者，转型

并不容易，需要至少三个方

面的改变。

首先，要从单纯的执行者

变为规划统筹者。作为骨干，

只需要和项目发起者对准目

标、对齐工作颗粒度，按要

求完成就可以了。而作为管

理者，需要明确目标、制定

方案（有时还需要做多种备

案）、争取资源、做好分工。

其次，要从亲力亲为者变

为组织协调者。作为骨干，对

于项目任务，只需要摸清情况、

选好工具，按照节奏、按照标

准亲自干即可。作为管理者，

需要遴选合适的人，建立项目

管理规则，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激励团队把事情干好。

最后，要从单打独斗者

变为部门协同者。在数字化

时代，大部分工作需要跨部

门协作完成。作为骨干，和

自己岗位的上下游做好对接，

单打独斗就可以。作为管理

者，需要多维度沟通、全方

位协同，才能保证方向不跑

偏、进度跟得上、质量有保障。

这三个转变，知不易，

行更难。既包括理念上的，

从追求局部最优到全局最好；

也包括方法上的，从单工具

应用到多措并举；还包括切

入点和关注点，从关心目标

导向的“事”，到“心中有事、

眼中有人”。

这需要骨干跳出自己的

舒适区，找到新的学习区，

刻意练习，形成新习惯。

张建中教授：GPP 专病门诊建设势在必行

创新中国皮肤科罕见病诊疗模式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黄

玲玲 宋箐）“治疗、复发、再

治疗、再复发的被动管理模式

已不能满足泛发性脓疱型银屑

病（GPP）患者的临床诊疗需

求。”近日，在“疑难皮肤疾

病（脓疱型银屑病）规范化诊

疗及创新服务项目”启动会上，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张建

中指出，GPP 专病门诊的建立

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

的 GPP 规范化诊疗体系，缺乏

多学科合作模式，加上 GPP 患

者对疾病的认识和自我管理能

力不足，这些都影响了疾病的

早期确诊和预后。

在张建中看来，建立 GPP

疾病管理体系极为重要。因为

本病罕见，基层医生容易漏诊

或误诊，GPP 为重症疾病，几

乎 100% 需要收治住院，需要多

学科协作，共同救治患者。

 “专病门诊的建设，对

于 罕 见 病 重 症 病 的 救 治 有 非

常重要的作用。” 张建中强

调，开设 GPP 专病门诊有助

于构建包括疾病筛查、诊断、

评 估、 治 疗 及 随 访 在 内 的 全

病 程 管 理 体 系， 为 患 者 提 供

精 准、 规 范、 长 程 的 治 疗 服

务，推动国内 GPP 诊疗水平

的提升。

构建专病管理诊疗模式，

张建中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内容

入手：

★在核心医院 / 科室建立注

册登记平台和数据库，构建疑

难疾病患者“疾病筛查 - 诊断 /

转诊 - 用药 / 评估 - 随访复诊”

模式，建立多学科诊疗会诊平

台、全国分级诊疗和构建转诊

网络；

★成立皮肤罕见病专科医

联体，牵头专家团队定期召开

会议领导制定疑难疾病门诊建

设模式和诊疗路径的建设标准 /

共识 / 白皮书，指派中青年专

家为参与医院 / 科室医生提供

科研相关的培训和指导，定期

进行临床诊疗成果的国际和国

内学术交流活动。

★采用信息化技术，构建

脓疱型银屑病诊疗数字化平台，

实现跟踪随访的及时性、数据

化及可共享性，做好患者的长

期管理，积累科研数据等。

通 过 以 上 措 施， 争 取 使

GPP 及时确诊，规范治疗。专

病门诊还可提高诊疗效率，促

进学科发展。

构 建 GPP 专 病 门 诊 是 中

国 罕 见 病 诊 疗 模 式 的 一 次 探

索，可减少对医疗保障系统的

负担，实现医患双方共赢。这

种模式还有助于国家制定和调

整健康政策，对提高全民健康

水平、建设健康中国具有重大

意义。

以“更好听”组织“健康说”，以“更好玩”举办“健康秀”，以“更好看”创设“健康节”，倡导第一责任，
落实第一责任，“我的健康我做主”，动员所有人把追求健康作为全社会一致行动，健康中国才有最广泛群众基础。

——江苏省泰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全冬明

坚持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卫生健康系统管党治党全过程和各方面，特别是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确保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保持正确方向，形成强大合力。

——河南省开封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刘建宏

委主任说

一画一书 一诗一曲
以文化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蕴

▲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王保中 武珊珊

从陕西华山脚下的桃下镇，

到河北省会石家庄；从一所简易

席棚医院，到大气磅礴的现代化

5G 智慧医院；从省内默默无闻，

到扬名全国、高标准打造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简

称“医大一院”）53 年的红色历史，

堪称是一幅美丽的画、一本厚重

的书、一首暖心的诗、一支激昂

的曲。

一本厚重的书：绵延文脉 传承创新
医院不断丰富文化内涵，以

文化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蕴。构建

以“精致医院”理念为核心的文

化价值体系，围绕“服务患者，

关爱职工”，深化“两个一切”

服务理念，打造“精致医院”品牌。

以“先心病救治精神、新大楼建

设精神和新时代奋斗精神”为代

表的精神谱系引领价值、滋养根

脉；“白大衣文化”“家具文化”“6S

文化”“建院纪念日文化”构建

起特色鲜明的子文化体系，彰显

文化特色；抓实文化培育工作，

不断将品牌力转化为发展力。

一首暖心的诗：以人为本 用心用情
医院党委把开展主题教育同深

化开展“两个一切”“适老化服务”

相结合，持续改善服务。开展“精

致门诊服务八项举措”、向患者郑

重承诺“八个当天”、在省内率先

开展一站式预住院服务……着力解

决患者所需、所急、所盼；关注职

工健康，设立职工健康互助专项基

金，增加职工体检项目，为职工免

费洗牙……职工幸福感显著提升。

一支激昂的曲：医者担当 大爱情怀
2024 年，医大一院先心病爱

心救治已走过 20 个年头，爱心普

查车走遍全省 156 个县市区，累

计行程达 46 万公里，普查 35 万

多名儿童，救助治疗的先心病患

儿 14000 多名；成立“中吉先心

病研究中心”，爱心救治延伸“一

带一路”国家。

目前，医大一院在全国三级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实现三年大

跨步，排名提升 131 位，2022 年

度进入全国前 10%，跨入 A+ 序列；

获评河北省首批“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试点医院”；连续四年在

河北省医改考核中获评“优秀”

等次，深化医改创新举措在全省

崭露头角。

医大一院始终坚持党建引领，

文化铸魂，以文化汇聚医院高质

量快速发展的磅礴力量，以文化

传承内涵、以文化塑造品牌，努

力构建人文美、流程美、质量美、

员工美、环境美等全方位的“最

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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