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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更好地服务即墨西部城区居民，即墨区人民医院、即墨区第三人民医院开启

紧密型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

构建紧密型医共体 打造医疗服务新标杆
　　近日，即墨区人民医院、即墨区第

三人民医院开启紧密型医疗卫生共同

体建设。由区人民医院牵头，按照定

位清晰、优势互补、协同合作、持续发

展等要求，建立完善的紧密型医共体

组织架构。这一生动实践，为即墨区

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现优

质医疗资源“沉下去”、基层医疗水平

“提起来”，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设施齐备，推进同质化管理

　　10月21日，位于石林三路38号的即

墨区人民医院西部院区开始试运行。

宽敞明亮的门诊大厅里，区人民医院和

区第三人民医院的坐诊医生简介并排

摆放在醒目位置，LED屏滚动播放着出

诊医生简介。经过前期紧锣密鼓的筹

备，科室布局、信息系统、药品配备、收

款结算等等相关环节都已配备到位。

早晨不到8点，门诊导医、办卡工作人员

都已就位，各个诊室的坐诊医生已经换

上白大褂，进入工作状态。

　　一位患者来到诊区，惊讶地看着

墙角的自助机和工作人员：“几天没

来，这么高大上了！”得知是区人民医

院的设备，他感兴趣地追问：“以后在

这里看病也跟在总院区一样吗？”得

到肯定的答复，他高兴地说：“太好了，

老人腿不好想做手术，去健民街那边

太远了，照顾起来也不方便。要是在

这里能做，我这就回家动员他。”

　　据介绍，区人民医院西部院区在

就诊、检查、住院、报销等流程与本部

完全一致。试运行期间，门诊挂号费

仅需一元。

　　选派骨干坐诊，提升医疗服务综

合能力

　　为了提前熟悉环境，消化内科医

生陈文清不到7点半就来到诊室，成为

第一个到达岗位的医生；呼吸与危重

症科医生袁沛云在开诊前先测试了一

下电脑，她关注的是电脑系统是否顺

畅、化验等辅助检查怎么做；肛肠外科

副主任宋云杰接诊了一位臀部脓肿的

患者，考虑到病情尚未到切开引流的

程度，他将病人转到区三院的外科门

诊先保守治疗，并和三院的同行一起

探讨确定了治疗方案。

　　随着人流量逐渐增加，各个诊室

内也排起了队。当天，共有心内科、老

年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神经内

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骨外科、普

外科、妇科等9个科室开诊，均为区医

院优势学科，出诊医生均为主治医师

以上专业职称，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共

接诊病人150余人。

　　各专业副主任医师以上资格医生

和科室主任都将轮流到西部院区坐

诊。区人民医院将统一医疗质量监管，

加强质控体系建设和日常管理，逐步实

现医共体内医疗质量的同质化管理，全

面提升医院的综合管理能力。西部院

区与本部院区和区三院人才共享、技术

支持、检查互认、处方流动、服务衔接，

形成资源共享、分工协作，实现运行管

理及医疗服务同质化、一体化。

　　解决城西群众就医难题

　　上午9点多，一位老人来到门诊二

楼的内分泌科门诊，他是内分泌科的

老病友。他说：“听说今天区医院西部

院区开始运行，邻居都跟我打听，特意

过来看看，给大家探探路。俺家离这

不到一公里，真是太方便了！”

　　据不完全统计，即墨城区西部有

人口30余万人。近年来，由于医院医

疗资源的局限，周边居民就医较为不

便。区人民医院西部院区运行后，将

与区三院通过“精简高效、上下联动、

统一运作”模式，逐步实现标准、制度、

管理、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统一。

　　西部院区将紧紧依托本部的人

才、技术、学科和品牌等优势，按照

“大专科、小综合”的办院目标，助力

区三院家医门诊、全科门诊建设，着

力发展即墨区健康管理中心、口腔综

合治疗中心、慢病管理中心、康复中

心、即墨区西部急难危重救治中心、

即墨区西部消化内镜中心等六大中

心，打造“即墨城区西部医疗中心”，

更好地为即墨西部城区居民的健康

保驾护航。 (李馨)

　　“专家精彩的讲座让我受益匪浅，成

人与孩子一起阅读的过程不仅能丰富儿

童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还能密切亲子关

系、师幼关系和同伴关系，真是解决了我

的大难题！”近日，在青岛市2024“新时代

乡村阅读季”即墨专场活动现场，大信街

道向阳新村图书管理员万新艳表示，这

场活动让自己收获很多。

 　当天，青岛市2024“新时代乡村阅

读季”暨农家书屋千场主题阅读活动在

大信街道向阳新村农家书屋举办。青

岛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教师、青岛大学浮山书院创始人与负责

人卢文丽作为受邀嘉宾，以“阅读的力

量”为题，为即墨区的阅读推广人、农家

书屋管理员以及部分学生家长带来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

 　据了解，向阳新村农家书屋馆内藏

书有十大类共13000余册图书，今年以

来，持续探索“农家书屋+”的创新模式，

面向辖区儿童、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

开展读书沙龙、主题亲子阅读交流会和

理论宣讲等活动30余场，致力于使农家

书屋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加油站”，不断

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近年来，即墨区持续加强农家书屋

软硬件建设，整合农家书屋阵地资源，将

小小的农家书屋打造成一座座“精神堡

垒”，逐步扩大“书香即墨 阅读悦美”的

品牌影响力，让农家书屋成为解决文化

供给的重要载体和阵地。即墨区将进一

步探索构建乡村阅读新模式，以阅读实

效为导向，开启阵地建设与管理服务整

合优化新篇章，努力打造新时代即墨乡

村阅读特色品牌。 （王磊 房永瀚）

青岛市2024“新时代乡村

阅读季”走进即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