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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本报记者 余翠平

让疏解整治工作
有痕迹、有依据、有结果

“靶向型”引导就医
为患者绘出最佳“就医路线图”

患者不知道该去哪家医院找哪个
医师看病， 而医生也不知道要接诊
的患者是什么样的病情 ， 这种 “双
盲” 就医模式， 如今 在 大 兴 区 医 院
已经避免 。 一种创新型 “诊间预约”
挂号新方式已经试行一年， “靶向型”
引导患者就医， 为患者指出 “就医路
线图”， 取得了良好成效。 该项目参加
由北京团市委、 市直机关工委等共同
举办的 “我为改革献一策” 活动， 从
71个候选项目中脱颖而出， 被评为第
一名。

2017年4月8日 ， 本市全面实施
《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方便快捷地安排患者 “适宜就医” 成
为医改后医疗机构的重要职责。 “探
索科学、 经济的门诊就医模式是当务
之急。” 针对上述背景， 大兴区医院提
出开展 “创新型诊间预约”， 推进 “精
准型分级诊疗”。 由门诊部主任周晓峰
主任医师作为 “创新型诊间预约” 项
目组导师， 带领门诊部、 团委等青年
同志， 共同开展此项工作。

周晓峰通过大量的门诊案例得出，
目前的 “双盲式门诊就医模式” 普遍
存在。 一方面， 患者往往不清楚该去
哪家医院找哪个医师看病。 另一方面，

各医师也不知道患者的病情简单还是
复杂 ， 只能坐等患者挂号后来诊 。
“说到底， 这是一种无序化就医模式。
实质是非医院背景的患者在给自己绘
制就医路线图， 而不科学的就医路线
图正是造成误诊误治、 病情延误和医
疗不合理支出的直接原因。 而患者医
疗支出的增加实际上就意味着国家卫
生支出的增加。”

周晓峰认为， 一个成功的门诊诊
疗过程一定是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找
到能为患者提供正确诊疗方案的合适
医师， 患者遵从正确的诊疗方案并获
得最佳的预后。 换言之， 及时、 经济
的看好病 ， 其基础是有效 、 科学的
“就医路线图”。 而创新型诊间预约是
获取 “就医路线图” 的最佳途径。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创新型 “诊间
预约” 挂号新方式到底新在哪儿？ 周
晓峰介绍， 这一方式是医患双方共同
参与制定的科学性预约， 这种预约模
式不仅极大地方便了患者挂号， 更实
现了层级诊疗。 诊间预约是医生可以
在患者初次诊疗后给予预约三个月内
的就诊时间， 医生在诊疗结束后进入
预约管理系统， 根据患者病情选择需
预约科室， 而后选择相应级别医师或

知名专家团队， 将医院所有医疗资源
呈现给患者， 有效帮助患者花更少的
时间、 精力和费用来看病， 避免 “双
盲” 模式就医。

针对选择患者就诊时间方面， 在
诊间预约上大兴区医院做到了普通号
“分时段预约”， 患者可以精确到某天
某一时间段前来看病， 保证就诊高效
有序。 诊间预约功能的启用， 不仅可
以提高门诊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 同
时对患者的健康管理、 就诊序贯性都
有积极促进作用， 达到了门诊科学管
理的目的。

通过前期对诊间预约工作的宣传
及门诊医师相关工作的培训， 2017年7
月， 大兴区医院开始进行诊间预约的
试运行工作。 在此试运行阶段， 医院
针对发现问题不断改进， 并于当年10
月正式于门诊开始实施诊间预约工作，
对就诊医师的选择功能， 也由单一的

普通号源预约扩展为普通号源及专家
号源均可预约。 同年11月， 在病区开
展了中长期预约工作， 主管医师可以
根据病情为出院患者进行门诊预约 ，
极大地方便了患者准确复诊。 一年来
诊间预约率由最初的3.5%升至38.9%，
门诊总预约率由15.2%升至53.2%， 共
有50余万人次患者得到预约服务。

不仅仅是预约率的提升， 一年来，
大兴区医院已经实现了医疗资源共享、
“靶向性”、“全面性”、“序贯性” 的门诊
就医模式， 让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在
最少的步骤内找到适合自己的医师为
自己制定正确的诊疗方案。 周晓峰希
望，这种“靶向式”就医模式能够像全国
推广，不但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政府医
保资金支出， 有效降低患者就医成本，
且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患者医疗安全，从
而达到高质量、低成本、高普及这一最
终目的，造福百姓。

“我们几位同事一起， 费了不少
精力， 终于研发出了 “北京市无证无
照经营和 ‘开墙打洞 ’ 专项整治系
统 ”， 还对此系统进行了升级完善 ，
对推进全市无证无照和 ‘开墙打洞 ’
治理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 北 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周静感慨地对记
者说 。

2017年1月 ， 市委市政府制发了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组织开展 “疏解
整治促提升 ” 专项行动 （2017-2020
年） 的实施意见》 （京政发 〔2017〕 8
号）， 决定在2017至2020年期间在全市
范围内组织开展 “疏解整治促提升 ”
专项行动， 其中，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牵头推进无证无照和 “开墙打
洞” 专项治理， 但此项工作在前期推
进中， 存在牵头不一、 底数不清、 统
筹共享平台缺乏等问题。 为实现此项
工作的统筹有效、 调度有序、 进度有
痕，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相关
处室青年干部集思广益， 由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主任科员周静为项目负
责人， 黄冬， 张乾， 赵建等多位青年

干部共同参与， 研发并搭建起了 “北
京市无证无照经营和 ‘开墙打洞’ 专
项整治系统”， 并于2017年上线运用，
推动了全市无证无照经营和开墙打洞
的专项治理。

“我们的专项系统搭建于政府专
网， 通过对属地及相关部门的权限设
置， 突出了属地街乡镇政府的核心地
位 ， 专项系统统一入口 、 统一标准 、
统一部署， 确保在各区、 各职能部门
间建立条块统一的 “全市一本账系
统”， 全面掌握违法类型、 地址信息、
房屋信息、 人口信息等基础数据， 为
统筹部署 、 决策研究提供了平台支
撑。” 张乾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 专项系统还实现了
发现、 上账、 销账、 处置的全流程电
子化， 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能识别自
身任务， 及时将符合要求的点位上账，
完善并更新基础台账； 能够根据整治
情况， 及时梳理整治结果并将结果回
填， 实时销账； 能够根据检查支持督
查验收， 有利于各级及时开展察访核
验， 支持反弹治理。 通过系统实现了

整治工作有痕迹 、 有依据 、 有结果 ，
规范化水平大大提升。

黄冬说， 专项系统为无证无照和
“开墙打洞 ” 治理工作提供了极大支
持， 但随着工作的推进， 市委市政府
对整治工作提出了新标准 、 新要求 ，
现有系统与工作实践需求出现了不匹
配之处。 为更好的支持工作实际， 他
们对专项系统进行了升级， 专项系统
（第二版） 在推进街巷轮动、 实现双数
控制， 强化属地责任、 夯实数据基础，
突出督导验收、 强化统筹调度， 拓展
运用渠道、 推进社会共治四个方面都
有了改进完善。 通过开发地理信息平
台功能， 实现了上账、 销账及反弹点

位的落点落图， 推动全流程监控， 同
时还开发了配套的手机APP移动客户
端， 充分发挥移动客户端便捷易用的
特点 ， 建立 “PC端 ” 和 “移动客户
端” 的交互， 方便使用者及时了解无
证无照和 “开墙打洞” 治理工作各项
进展。

据记者了解， 该系统在2017年上
线运用后， 目前， 全市已有1736个部
门使用该专项系统， 专项系统先后采
集数据15余万条， 为推进无证无照和
“开墙打洞” 专项治理工作提供了有效
保障。 而全市各部门充分运用系统开
展统筹调度、 统计指导， 加大了工作
的推进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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