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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 2024 年 2 月 23 日

本期导语：

本期周报共收集 3 篇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相关信息，时间

从 2024 年 2 月 18 日到 2024 年 2 月 23 日，监测范围包括全国主流媒

体及政府网站等。

一、信息目录

1.加快推进城市数字化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人民网）

2.开阳县推进“智慧医院”建设 为就医群众幸福加码

（人民网）

3.黄山区：多措并举推进医保信息化建设

（中安在线）

二、具体内容

1.标题：加快推进城市数字化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来源：人民网

链接：

http://paper.people.com.cn/zgcsb/html/2024-02/19/content_2

6042531.htm



主要内容：

加快推进城市数字化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2024-2-19 来源：人民网

“十四五”时期是推动卫生健康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期，是实现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人

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这为加快推进城市数字化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指

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

面对数字化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当前城市数字化医疗服务不可避免地存

在数据信息整合程度低、互联互通共享能力不足、安全隐私保护存在隐患等问题。

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叠加城市发展转型背景下，多维度审视加快推进城市数字化

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对打造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城市功能定位相匹配

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整合型、智慧化、高品质医疗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下沉，增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优质服务供给能力意义重大。

因此，需要创新打造一体化大数据平台，夯实城市数字医疗支撑底座。坚持

以人民城市理念为遵循，以场景为牵引、应用为导向，加快建设城市一体化、集

约化的数据平台，打破医疗数据分割和系统孤岛壁垒，让医疗数据“互联互通”，

让医疗服务“有效联动”，提升城市数字医疗互通共享水平。聚焦医疗数据离散、

标准不统一、参差不齐等难点，建立健全医疗数据标准统一、整体联动、业务协

同机制，推动实现医疗数据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的高效整合、共享利用，降

低医疗成本、提高医疗效率与质量。强化医疗数据深度挖掘与分析应用，打造更

多数字医疗便民应用新场景、新模式，常态化为“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提供医

疗健康服务，满足未来家庭化、个体化、智能化的医疗健康管理与医疗服务需求。

以数字化改革的牵引撬动，重塑城市数字化医疗服务体系。聚焦医疗数字化

转型中的基础要素，全面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疗服务深度融合，提高城市医

疗数字技术应用的前瞻性和现代化水平。加快建设个人全生命周期电子健康档案

数据库，建立个人电子病历和电子健康档案标准化共享机制，实现跨机构的检查

检验、诊断结果互认共享，切实解决“不能认、不愿认、不敢认”的难题。聚焦

“排队时间长”“缺乏人性化”等痛点堵点，进一步拓展“互联网+医疗健康”



服务模式，全链条实施流程再造，积极推动“互联网+医养服务”“互联网+营养

健康”“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形成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线上线

下一体化连续性医疗服务模式，提升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和带动能力，破解城市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优质医疗资源供需失衡以及地域分配不均问题。拓展中医药健

康服务与大数据、互联网结合的广度和深度，加快中医药数据中心、智慧中药房

建设，积极构建“中医药+数字化”融合体系，围绕常见病、多发病等不断研究

中医诊治优化方案，打造“一站式”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

质的中医药健康服务。

推进数字化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发挥医疗数据乘数效应，释放医疗数据

要素价值、激活医疗数据潜能。加速驱动数据要素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打造

可复制、可推广的健康医疗领域公共数据应用发展新模式。制订医疗大数据分类

分级分域应用规范，形成医疗健康公共数据集，推动医疗数据安全有序共享开放，

促进医疗数据要素合规高效、安全有序流通。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链供应链

协同创新，充分发挥各类医疗数据生产要素价值，通过医疗数据整合分析平台与

智能算法的支持与衔接，从不同层次推动医疗数据在药品研发与生产、疾病预防

和居民自主健康管理领域的应用。聚焦持续提升城市应急医疗资源保障系统韧

性，建立医疗数据要素应急配置机制，提高应急管理、疫情防控、资源调配等紧

急状态下的数据要素高效协同配置能力，实现对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快速响应和高效调度处置，为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有力

支撑。

需要构建覆盖医疗数据全生命周期防护体系，筑牢城市数字医疗的安全网

底。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完善医疗数据安全与共享制度体系，有效实施医疗数

据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健全城市医疗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明确共享医疗数据科

学分类、风险分类、安全审查等制度和要求，做到医疗数据采集、管理和使用可

追踪、可追溯,防止医疗数据泄露。聚焦数据质控需求、数据质控分析、数据质

控提升，强化医疗数据管理安全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建设，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

威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信息共享监测预警机制，推动实现医疗数据共享、数

据服务的事前、事中、事后管理应用。建立医疗数据安全常态化运营管理机制，

将医疗数据进行有效分类分级，采取差异化安全技术措施，制定医疗数据安全应



急预案，在医疗数据全生命周期实现动态、合理、开放的数据安全管理。（第一

作者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重庆总队医院院长；第二作者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妇女儿童医院办公室政策研究员）

2.标题：开阳县推进“智慧医院”建设 为就医群众幸福加码

来源：人民网

链接：

http://gz.people.com.cn/n2/2024/0223/c384377-40754311.html

主要内容：

开阳县推进“智慧医院”建设 为就医群众幸福加码

2024-2-23 来源：人民网

日前，笔者从开阳县相关部门获悉，该县以“银行出资、公司帮建、医院受

益”的创新模式共建智慧医院服务体系，为就医群众幸福加码。

聚焦“智慧医疗”提升就医获得感。县级公立医院积极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

心的医院信息系统建设，进一步夯实智慧医疗的信息化基础。两家县级公立医院

电子病历已达四级标准，为临床医、护、技提供全面信息化支撑。开阳县在全省

率先实现全医技影像云平台建设，平台成功接入放射、超声、内镜和病理等内容，

全医技类医疗信息在全县互联互通、资源共享，患者可通过手机短信、医院二维

码扫码、微信公众号等多个渠道获得影像检查结果，解决临床应用需求的同时，

实现了原始影像数据电子化长期保存。

聚焦“智慧服务”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为解决患者就诊“三长一难”（挂号

候诊、检查检验、收费取药时间长，看病就诊难）问题，开阳县在县域医院积极

探索“智慧服务”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医疗服务融合，不断优化服务流程，为

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服务。目前，全县公立医院和乡镇卫生院自助机

具已安装完成，公众服务号全部上线，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就诊叫号、移动支

付、信息推送、检查结果自助打印和查询等线上服务，积极推进转诊服务、远程

医疗等工作，构建就医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2023 年，县级远程医疗会诊中心

对分院开展远程会诊 3例，远程诊断 7027 例；县级牵头医院向下转诊康复期、



慢性病人 1356 人。同时，在全县继续推进黔康码、医保电子凭证应用环境的改

造，实现患者在院内就诊、取药、缴费等环节的一码使用，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

聚焦“智慧管理”提高医院管理水平。县人民医院、县中西医结合医院以医

院发展需求为导向，整合医院已有人、财、物、事等资源，成功上线医院综合运

营管理系统，通过系统全面提升医院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业务流程，提高服务

质量，降低服务成本，为医院提供智慧化、全面化、一体化、数据化管理服务。

同时，利用省医药监管平台，对县级医疗服务资源、服务质量、服务效率等工作

开展综合监管，不断规范医疗机构服务行为，提升诊疗水平。（开阳县委宣传部

供稿）

3.黄山区：多措并举推进医保信息化建设

来源：中安在线

链接：

http://ah.anhuinews.com/hs/hsxqdt/hs/202402/t20240223_7385

853.html

主要内容：

黄山区：多措并举推进医保信息化建设

2024-2-23 来源：中安在线

近年来，黄山区医保局始终聚焦参保群众医保服务的堵点、难点、痛点问题，

多措并举推进医保信息化建设，全力打造优质高效便民的医保服务平台，不断提

升参保群众看病就医办事便利度、满意度和获得感。

推动“掌上办”服务全覆盖。充分运用“四下基层”的理念，2023 年以来

对乡镇、村（社区）医保经办人员培训指导 20 余次，通过“掌上医保”为高龄

老人和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帮办代办，把医保窗口搬到群众“家门口”。目

前，全区参保群众均已实现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安徽 e保”黄山专区、办理慢

性病申请、参保缴费、异地就医备案等 30 个医保服务事项“掌上办”，全区通

过“掌上办”医保服务达 6000 余人次。



推动“医保码”使用全流程。以深化“医保码”应用为主线，组成专班到重

点医疗机构引导患者使用“医保码”就医，抓好推广使用工作，最大限度发挥医

保信息化便民服务功能。目前，全区 19 家一级及以上医疗机构、33 家定点药店

均实现扫码结算，区人民医院率先实现“医保码”诊间全流程应用，从仅在结算

环节可用，延展到可在预约挂号、签到就诊、诊疗检查、报告查询、药房取药等

全流程使用。

推动“智慧化”监管全方位。以统一的医保信息系统为基础，依托智能监管

平台，运用新技术，对辖区内定点医药机构进行全覆盖智能监管，对重复用药、

超限制范围用药、超说明书用药、不合理收费等医保违规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管，

有效减少医保基金不合理支出。今年以来，已核减医保基金违规支出 11.34 万元。

（程坤 汪志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