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 1978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40年来，
改革开放波澜壮阔， 取得了巨大成就。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
关键节点， 从即日起， 本报推出 《深化改革在行动》 专栏， 记者将
走进首都改革一线， 全面展示本市在医疗卫生体系改革、 优化营商
环境、 科技创新驱动等各方面的进展和成效， 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成就感。

今年年底前， “智慧家庭医
生协同发展模式” 核心内容将在
全市50%以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实现。 记者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获悉， 将继续以紧密型医联
体为抓手， 推动分级诊疗。

综合医联体双向转诊患
者7.5万人次

市卫建委表示， 改革开放以
来， 北京市医疗卫生机构由1978
年的3263家增至2017年的10986
家； 北京市卫生人员由1978年的
9.02万人增至 2017年的 34.63万
人 ； 人均期望寿命由 1978年的
71.57岁， 增至2017年的82.15岁。

去年4月8日， 北京市实施医
药分开综合改革。 改革以来， 总
体平稳有序 。 截至 2018年 10月
底， 已完成门急诊量3.3亿人次，
550万出院和住院病人治疗有序。
截至目前， 北京已建成58个医联
体， 共建立8个专业的20余个专
科医联体 ， 涵盖约200所医院 ，
基本形成了医联体为主体的分级
诊疗格局。 2018年1-6月， 综合
医联体内双向转诊患者共计7.5
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6.1%。

三级医院门急诊诊疗人次较
改革前减少8.3%， 二级医院基本
持平， 一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门急诊诊疗人次增幅达30%
左右。 一些普通病常见病逐步分
流到基层机构， 扭转十多年来基
层诊疗量下降或徘徊的局面，缓
解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状态 。

1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上线 “身边医生” ＡＰＰ

市卫健委表示， 今年将在全
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 “智慧
家庭医生优化协同模式”。 目前，
“身边医生 ” APP在全市已上线
12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智慧
家 庭 医 生 优 化 协 同 模 式 （ I鄄
FOC）， 就是以人为中心、 信息

技术为支撑的， 基于智慧健康照
护的家庭医生协同一体化服务，
目的是让签约居民得到全方位、
立体化的健康管理， 实现以疾病
为中心向健康维护为中心的转
变， 促进家庭医生与签约居民形
成良性的合作与互动关系。

在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家住附近的常大爷正在二
楼的全科诊区就诊。 常大爷一家
三口签约了家庭医生， 其健康档
案在社区卫生管理平台上， 建立
在一个家庭档案中， 个人信息、
健康情况、 个人行为习惯、 当前
健康指标等项目均在其中。 常大
爷点开 “身边医生” 的界面， 就
可与家庭医生沟通。 “有一次晚
上9点多， 我觉得血压有问题就
向签约医生咨询， 医生马上就回
复了， 让我第二天到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测量。 付款也可以网上支
付， 很方便。” 常大爷手机的账
单详情页面显示， 11月27日支付
了费用16.22元。

“智慧医疗包括互联网、 人
工智能、 物联网三方面， 其中一
项内容 ‘身边医生’ APP在2014
年上线。 其中的人工智能临床决
策支持系统可以辅助全科医生规
范诊疗。” 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吴浩介绍， “目前， 方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住人口的家
庭医生签约率35.6%， 重点人群
签约率90.2%， 已实现了签约居
民70%的首诊在基层。 去年10月
到现在， 上转诊到天坛医院的收
住院病人258人次。”

市卫健委介绍， 考虑到目前
全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社区卫
生服务信息化现状， “智慧家庭
医生优化协同模式” 将分阶段推
广。 包括医患固定、 医护协同、
智慧APP、 智慧档案在内的核心
内容， 今年底前要在全市50%以
上社区卫生中心实现 。 智慧诊
疗、 智慧上门等拓展内容， 各区
将在1至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
点开展， 明年开始逐步推开。

北京儿童医院天坛诊疗
中心门诊量涨幅161%

北京儿童医院天坛诊疗中心
9月26日挂牌，标志着北京市属医
院紧密型儿科医联体正式启动。
随后， 北京儿童医院世纪坛诊疗
中心、 首都儿科研究所朝阳诊疗
中心于9月29日运行，北京儿童医
院天坛诊疗中心10月6日在北京
天坛医院新院区顺利开诊。 市卫
健委表示， 市属医院紧密型儿科
医联体正式启动一个月以来，天
坛、朝阳、世纪坛三家试点综合医
院儿科门诊量同比增长40%，出
院人数同比增长38%。

“北京儿童医院天坛诊疗中
心开诊以来，门诊量为8636人次，
与去年相比涨幅161%。 病人来源
中北京患儿占到58.15%， 此前来
就诊的患儿中， 外地癫痫患儿较
多， 北京患儿也以丰台区附近的
居民居多。中心开诊以后，不仅是
数量上的变化， 也使我们医院的
儿科从专科性的儿科变为更加综
合性的儿科。 中心还新开设了新
生儿科。 ” 北京天坛医院医务处
处长姜悦说。

姜悦介绍，“北京儿童医院给
予了我们很多支持， 和我们之间
的双向转诊是很好的， 共有15个
疑难病例被转诊到儿童医院。 同
时， 还派了三位主任长期在我们
这里工作。 ”北京儿童医院天坛诊
疗中心主任赵成松就是其中一
位， 她工作中主要负责双方的资
源协调，“比如部分肺炎患儿存在
需要做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的情
况， 就可以通过绿色通道转诊到
北京儿童医院。 ”

据悉， 儿童专科医院会对综
合医院儿科进行门诊、业务查房、
病例讨论、 疑难会诊和培训讲座
等技术支持， 共享儿童专科医院
医学检验、 医学影像的技术优势
和设备资源， 以紧密型医联体为
抓手，推进分级诊疗建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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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诗

骨科手术机器人、 AR沉浸
式全景仿真系统……走进中关
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
心2018创新成果展， 宛如置身
于高科技海洋， 各种我国自主
研发的高新技术成果让人目不
暇接， 吸引众多参观者体验。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 拥有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科
学院等一大批著名高等学府和
国家级科研机构的中关村一直
处在科教创新道路的前沿。 作
为科教创新资源密集区， 这里
先后历经电子一条街、 北京市
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中关
村科技园区、 中关村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等发展时期， 是我
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和全球
知名高科技园区。

2009年3月13日， 国务院正
式批复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中关村地区加速腾飞
力度， 近年来深入推进网络强
国、 数字经济和智慧城市建设，
率先布局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
计算、移动互联、物联网、网络安
全、 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领域，
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较
为完整的产业链条， 产值超2万
亿元，占到全国的1/10。 2010年，
北京市决定在海淀公园北部建
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展示中心，集中展示中关村自主
创新成就，这里成为北京市重要
的科普基地。展示中心于2011年
7月建成运行，展厅面积达16000
平方米， 现有常设展10000平方
米、临展6000平方米。

目前，展示中心共设置中关
村创新发展历程、科技体制改革
试验田、创新创业生态、创新成
果未来展望等展区，其中创新成
果展区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材料、生物与健康、节能环保与
新能源、 智能交通与智能装备、
文化科技、军民融合以及企业风
采等板块， 展示了人工智能芯
片、人脸识别技术、液态金属3D
打印、 神经外科手术机器人、共
轴反桨无人直升机等中关村示
范区170家企业的340项最新创
新成果和主要发展成就。

12月1日， 正在展示中心举
办的2018创新成果展上各种高
新技术成果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驻足观看。 “天现” 骨科手术
机器人是全球唯一能够进行四
肢、 骨盆以及脊柱全节段手术
的医用机器人， 可减少术中辐
射70％， 提高手术效率20％， 已
成功开展4100多例骨科手术 ；
写稿机器人可通过语言理解 、
图像分析等技术生成体育、 财
经、 房产、 电商、 世界热点等
多领域资讯， 部分稿件还能同
时生成中英日葡多语版本， 并
帮作者选择合适封面。 人工智
能领域的科技含量让朝阳区的
刘女士叹赏不已， 她用手机拍
下相关材料， 说回单位后要仔
细研究其与工作的结合方式。

AR沉浸式全景仿真系统展
示区则把国际领先的AR全演播
厅搬到现场 。 两块LED大屏幕
组合显示的是舰船甲板， 站上
展示台， 宛如置身于真正的船
上， 脚下还有模拟浪花时而涌
上。 能为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
感觉， 是因为这个演播厅融合
了红外定位 、 实时PBR （基于
物理属性） 渲染、 AR技术、 多
通道同步渲染和小间距LED屏
体缝合等自主技术， 可以瞬间
呈现不同混合现实场景， 达到
“小空间大场景” “多交互全功
能” 的应用效果。

□本报记者 任洁

11月27日晚， 正在新疆阿
勒泰地区进行宣讲的北京冬奥
宣讲团一行应邀出席第13届新
疆冬季旅游产业交易博览会颁
奖仪式 ， 阿勒泰地委副书记 、
行署专员哈丹·卡宾向北京冬奥
组委赠送当地手工艺人制作的
古老毛皮滑雪板， 表达阿勒泰
人民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的祝福。 毛皮滑雪板运
回北京后， 将在北京冬奥组委
展示中心进行陈列。

据了解， 阿勒泰地区拥有
丰富的冰雪资源 、 山地资源 、
林地资源和雪地资源， 是理想
的滑雪胜地， 在新疆乃至全国
都极具特色。 近年来， 其良好
的雪况也吸引多支国家和地方
雪上项目队伍前来训练。

据悉，居住在阿勒泰地区的
各族人民有着悠久的滑雪历史
和深厚的冰雪文化。 2005年，一
位阿勒泰牧民在汗德尕特蒙古
族乡敦德布拉克发现一幅人们
脚踏滑雪板、手持单杆滑雪狩猎
的岩画。这幅滑雪狩猎图是记录
远古人类滑雪活动的珍贵艺术
品和文化遗迹。 至今，阿勒泰不
少地方的居民仍在制作和使用
传统毛皮滑雪板， 穿上它们，配
合手持的一根长棍，就能在两三
米厚的雪山和雪原中快速滑行。
阿勒泰人民此次赠送给北京冬
奥组委的就是这种叫做 “察纳”
的毛皮滑雪板， 常用白松木制

作，底部附着成年马匹顺着同一
方向生长的前腿外侧毛皮，向下
滑行时， 马毛顺茬减少阻力，向
后蹬腿和上坡时，马毛逆茬防止
雪板倒滑。

当天， 北京冬奥宣讲团一
行来到阿勒泰市拉斯特乡克兰
村， 参观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哈萨
克族老人斯兰别克·沙合什家的
毛皮滑雪板手工作坊。 斯兰别
克老人说， 做一副滑雪板大约
需要一星期， 现在阿勒泰冰雪
旅游的名气在全国越来越大 ，
有不少游客慕名订购。

为响应“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的号召，阿勒泰中小学每周
至少进行一次冰雪课。北京冬奥
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北京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常宇表示，大家欣
喜地看到阿勒泰地区喜迎冬奥
热情高涨，冬季冰雪运动蓬勃开
展，形成了“人人了解冰雪运动，
人人热爱冰雪运动，人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浓厚氛围，成为“新疆
冬季运动后备人才基地”， 全面
加快阿勒泰地区冰雪运动发展
的时机已经到来，希望地区以北
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为
契机，将冰雪运动真正培育成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富民产业。

北京冬奥宣讲团在阿勒泰
地区面向地市党政机关干部职
工、青少年学生、部队官兵及各
族群众，将开展四场宣讲活动。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阿勒泰打造冬季运动后备人才基地

年底前50%以上社区卫生中心上线“身边医生”APP

12日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北
京佑安医院、 北京佑安爱心家园
作为支持单位参与由中华红丝带
基金主办的 “行动起来向零艾滋
迅跑” 公益跑活动。 医护人员组
成佑安跑团、急救专家组、佑安咨
询义诊团和啦啦队， 并设置监测
点， 积极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
每名跑者都获得公益纪念奖牌。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花圣烨 摄影报道

北京佑安医院医者
为“零艾滋”公益跑

智慧家医协同发展模式分阶段推广

深深 化化

在在 行行 动动

中关村高新技术成果引市民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