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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咸新区研究院 签发人：申博

关于推进新区基层医疗服务高质量建设的
调研报告

张 渭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强化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为充分彰显西咸新区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领

域改革活力，向其他地区基层医疗改革贡献“西咸智慧”与“西咸

方案”，我对新区基层医疗服务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旨在

深度剖析现存问题，挖掘可提升空间，并据此提出切实可行的优

化建议，以期推动新区基层医疗服务朝着高质量、均衡化方向稳

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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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区基层医疗服务基础现状

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有一定规模，共计 558家，涵盖

乡镇卫生院 1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家、社区卫生服务站 14

家、村卫生室 212家、诊所、门诊部等其他基层医疗机构 311家。

从业人员达 3308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2854人，基层医疗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较 2017 年托管移交时增长 82.2%。目前辖区全科

医生 419 人，达每万人口 4.08 人；全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

量占比持续超过 60%，大幅高于全市 32.71%平均标准。

二、新区基层医疗服务改革创新举措与成效

近年来，新区围绕“健康西咸”总目标，积极施行的一系列富

有针对性与创新性的基层医疗服务改革举措，为基层医疗事业蓬

勃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一）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新突破”

一是“卫星医院”优势逐步显现。“卫星医院”是新区探索开展

的“资源下沉、基层首诊、医院手术、社区康复”医疗服务模式，

旨在提升三甲医院运行效率和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破解“上

转易、下转难”分级诊疗难题。新区目前 21家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与西安市红会医院等 8家三级医院合作共建“卫

星医院”，区域内学科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上级医院累计派驻

专家 484人次坐诊、带教，指导帮扶基层医疗机构开展静脉溶栓

等新业务 18项 943 例，切实提升了基层医疗的技术水平与服务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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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进展显著。新区积极探索“乡聘村

用”新模式，将村卫生室作为卫生院派出机构，实行人员、药品、

药械统一管理，财政足额保障纳入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运行经

费、乡村医生执业资格补助以及养老保险经费。截至目前，新区

累计财政下达各项补助近 1500余万元，将 164家村卫生室、255

名乡村医生纳入镇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提升了乡医的职业

化、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和村级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二）信息化创新赋能取得“新成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重强调“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

发展和治理”。新区积极探索，利用信息化手段，打通了群众就

医用药痛点和政府部门监管难点，有效促进了“三医”协同发展。

一是加快推进医疗健康信息互通共享。建设了区域医学检

验、区域处方审核流转监管等信息平台。24 家基层实验室网点

加入区域医学检验平台，基层检验项目均达到 300项以上。区域

处方审核流转监管平台上线以来，累计审核处方 73.2 万张，处

方审核通过率从 44.15%提升到 95.15%。2024年 8月完成我省第

一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电子处方流转。同时，建设区域心电、影

像等中心，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实现同质化、一体化服务，基层

疾病诊断能力和水平大幅提升。

二是全省首家试点区域云 HIS 全覆盖。全省首家试点的区

域云 HIS成功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区域内卫生健康数

据互联互通。通过实施并升级区县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及家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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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签约服务平台，实现月度、年度数据常规质控，辖区群众可通

过公众号查看个人健康档案，提高公卫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三）特色医疗探索实践取得“新进展”

一是基层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显著提升。推进医养结合服务向

社区延伸，建成“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3家、“陕西省医养

结合服务中心”7家、“陕西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35 家，二级以

上综合医院老年医学科设置比例达到 75%，基层护理床位占比达

到 39%，13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210家村卫生室挂牌“医养结合

服务站”。积极开展家庭病床试点工作，2024 年累计建床 1089

张，建床数位居全市前列。这一举措也是新区在落实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过程中，针对老年群体健康保障的创新探索与实践

成果，有效提升老年群体的健康获得感与生活质量。

二是预防接种门诊规范化建设加速推进。建成并投入使用

23 家数字化接种门诊，三桥社区服务中心获批全国首批、西北

地区唯一一家预防接种服务规范化建设创优项目示范示教单位，

打造市级“星级接种门诊”3家，为预防接种工作树立了典范。

三是“健康西咸进社区”品牌深入人心。新区首创“健康西咸

在身边，节日服务不打烊”服务品牌，组织辖区基层医疗机构，

在节假日进入社区、小区、村组，免费为群众送上体检、义诊等

类健康服务。2024年累计在节假日开展活动 850余场，惠及 3.8

万余人。举办中医夜市 26场次，服务群众 1409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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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的问题

尽管新区基层医疗服务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对标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有关要求，对比其他

地区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新区基层医疗服务还存在不平衡、不

充分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基层医疗基础还需加快完善。近年来，新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仍有个别医疗卫生机构难以充分

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健康需求。部分单位房屋老旧问题较

为突出。例如大王、马王、永乐等卫生院门诊、住院等楼宇已使

用数十年，虽然后期进行过外立面翻新、修缮等，但对比内部房

屋标准仍显老旧。再例如，部分医疗设备陈旧或配备不齐。2022

年-2023 年迁建的底张中心卫生院、高桥卫生院、窑店中心卫生

院、韩家湾卫生院部分投用后，原有医疗设施设备与新址建设条

件不相匹配，仍需补充医疗设备，导致服务效果不佳。

（二）部分改革举措还需加快落地。一是公有化卫生室建设

进度缓慢。目前辖区仍有 40个行政村无公有化村卫生室，辖区

23 个新建社区还未设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同全市其他区县开

发区相比数量多、任务重，不利于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

整体完善与协同发展，亟待加快推进。二是基层专业技术力量整

体还偏弱。辖区 18家乡镇卫生院实有人数 1371人，其中专业技

术人员 1116 人，占 81.4%，较乡镇卫生院专业技术人员不低于

90%的国家指导意见仍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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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群众就医体验还需加快提升。一是新区基层医疗机构

在因地制宜打造特色科室方面，仍有广阔的提升空间亟待挖掘。

二是对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疾人等重点人群个性化服务还

不足，导致医疗服务无法延伸至每个角落。

四、对策建议

新区基层医疗服务实现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要以党的二十

大，特别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有关

要求为遵循，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完善优化管理机

制，推动新区在基层医疗服务改革创新中积极探索实践，更好满

足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一）围绕“一个目标”，夯实基层基础

为实现“健康西咸”这一目标，一是强化硬件设施建设投入与

保障。在硬件设施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并确保各项补助资金

及时足额到位。积极推进基层医疗机构的标准化建设，对老旧的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翻新改造，确保其建筑结构

稳固、功能分区合理。同时，配备必要的医疗设备，以提升基层

医疗机构的诊断能力。二是加快公有化卫生室建设进程。制定明

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力争 2025 年 6月底前全区村（社区）公

有化村卫生室全覆盖。三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与培养。以全科医

生为重点，通过采取降低学历门槛，积极拓宽晋升路径，鼓励医

学类应届毕业生报考新区基层医疗卫生岗位。同时，充分利用

“卫星医院”等医联体牵头单位资源优势，组织基层医务人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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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范围内三级、二级医院进修、学习交流，促进人才成长与

专业发展。

（二）优化“三项服务”，探索发展导向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规模与病患数量上，与三级医院相比存

在显著差距。因此，应充分发挥自身贴近社区与居民的地缘优势，

深度挖掘资源潜力，着力优化提升“看病”“管病”“防病”三项服务

水平，探索具有基层特色的“一专多能”发展新方向。一是以常见

病、多发病诊疗为基本盘，着力提升基层急诊抢救、常规二级及

以下手术、儿科、老年病、中医、康复等服务能力，努力实现“小

病不出乡(镇街)”，加强“看病”服务保障。二是加强与上级转诊医

院的交流和联系，建立点对点技术支持帮扶机制，确保患者得到

连续的医疗服务，打通“上转容易下转难”的双向转诊堵点，提升

“管病”服务能力。三是利用我国从轻度老龄化进入到中度老龄化

的重要窗口期，加快社区居家养老和托育能力建设，做好承接“一

老一小”专业化健康管理服务的准备，打牢“防病”服务基础。

（三）聚焦“五种能力”，改善就医体验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疾病诊治、健康管理、数

字服务、综合治理五种能力，让新区群众看病更方便，就医更舒

心。一是提升疾病预防能力，落实“预防为主”全方位融入。全面

推进慢性病一体化门诊建设，以路径化、信息化管理促进预防融

入临床诊治全过程。加强基层医疗与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度融合，

例如，在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健康讲座、义诊活动等，普及健康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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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二是提升疾病诊治能

力，落实常见疾病在基层首诊。按照“一院一品”推进基层科室特

色化发展，强化基层医疗服务与医联体上级单位的同质化管理，

引导基层首诊。三是提升健康管理能力，落实“健康守门人”制度。

鼓励基层医疗机构对行动不便、残疾、老年人等群体，精准对接

居民个体健康需求，为不同群体提供个性化、全方位、全周期的

健康管理服务方案，例如提供上门治疗、居家医疗、康复护理、

安宁疗护等个性化服务。四是提升数字服务能力，推广基层数字

健康服务应用。进一步丰富居民端“健康西咸”健康数据开放内

容，汇聚“全人群、全要素、全周期”个人健康数据，实现以人为

中心的全程数字健康服务。五是提升综合治理能力，落实健康评

价融入全过程。鼓励基层以居民主要健康指标为评价内容，通过

数字化手段生成个人健康画像、区域健康指数等，探索“全程健

康评价”模式，促进“以健康为中心”有效落地。

（作者系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送：西咸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班子成员。

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

西安市委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

发：各新城，新区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国有企业，各驻区单位，

各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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