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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好到“智”用

据省卫生健康委数据统计，

我 省 共 有 34111 家 基 层 医 疗 卫

生机构，然而，“看病难”问题依

然存在。“病根”在哪里？

记者在省内一些地方调查发

现，基层医疗卫 生 机 构 病 人 寥 寥

无 几 、城 市 大 医 院 人 满 为 患 的 问

题不同程度地存在。这背后，优质

医疗资源供给不足、区域空间分布

不均衡、看病流程复杂等，始终制约

着 我 省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构服务能力

的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我国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的网底，在就近满足群众

看病就医需求和维护群众身体健康方面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水平，落实分级诊疗制度，让群众

在基层看病更放心、更舒心？强化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刻不容缓，而智能化已成为解

决这一问题的重要举措。

记 者 了 解 到 ，为 了 提 高 医 疗 质 量 和 效

率，国内已有多个省份探索运用智能化等新

技术手段辅助基层医疗服务。“过去几年，抚

州市、贵溪市等部分地区在智慧医疗方面也

有 所 尝 试 。 智 慧 医 疗 不 仅 具 有 技 术 上 的 可

行性，也符合基层实际需求和群众期待，有

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应用前景。”省卫生健

康委基卫处四级调研员曹玮表示，但在实际

操作中发现，各地的智慧化程度不均等和技

术标准不统一，导致跨区域统一管理变得很

困难。

群众有需求，政府有响应。

2023 年，“开展基层人工智能辅助智慧医

疗 系 统 建 设 ”被 纳 入 我 省 民 生 实 事 ，当 年

12 月，基层人工智能辅助智慧医疗系统正式

上线运行；今年 7 月，“智慧健康江西”微信小

程序上线，群众可查询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就

诊记录，也可以进行医疗费用线上结算……

据了解，智医系统构建了涵盖省市县乡

村五级医疗服务网络，包括基层卫生一体化

平台、人工智能辅助诊疗、AI 影像处理、基层

远程医疗、基层运行监管等五项应用模块，可

实现基层医疗服务管理一体化。

平台建好，更要基层用好。

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二级主任科员王雯

垠告诉记者，我省将“加强基层人工智能辅助

智慧医疗系统推广运用”纳入 2024 年民生实

事，各级财政落实项目建设和运维资金，支持

全省智慧医疗标准体系建设，深入推进智医

系统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延伸。截至目前，

省 财 政 厅 已 下 达 补 助 资 金 1.6 亿 元 ，其 中 ，

2024年下达补助资金 8277万元。

“省卫生健康委牵头组织省智医专班强

化督导，狠抓问题整改，统筹部门协调。从年

初 到 现 在 ，智 医 系 统 使 用 率 从 41% 提 升 至

98%。目前，系统已经联通全省 1737 家乡镇

卫生院、18112 所村卫生室。”曹玮表示，智医

系统的深入推广将有效促进县域医疗信息一

体化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

更有“医”靠。

从便民到“智”医

今年 63 岁的毛下坊是永修县吴城镇人。

因为有着近 10 年高血压病史、同时患有 2 型

糖尿病，毛下坊三天两头就得往医院跑。

8月 15 日，在女儿家探亲的毛下坊突感头

晕，被家人送到永修县虬津镇中心卫生院就

诊。主治医师熊芳接过毛下坊的社保卡，插

在读卡器上，他的病史、电子病历等信息立即

显示在安装了智医系统的电脑屏幕上。借助

智医系统内的 AI 辅助诊断技术，熊芳很快就

为毛下坊开好了药。

“以前每次看病都要重新描述病情，换一

家医院看病，一些检查又要重新做一遍。现

在有了智医系统，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重复

检查，能节省不少钱呢。”毛下坊连连点赞。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更省心，切实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效率，正是我省积

极建设智医系统的初心所在。

受 益 的 还 有 基 层 医 务 人 员 。 汪 子 琦 是

2023 年入职上饶市 广 丰 区 排 山 镇 王 坑 村 卫

生 室 的 一 名“95 后 ”村 医 。 最 初 ，汪 子 琦 发

现 村 民 们 对 他 这 张 新 面 孔 不 太 信 任 ，倾 向

于 找 资 历 更 深 的 老 村 医 问 诊 。 今 年 年 初 ，

村卫生室的电脑装上了智医系统，变化在悄

然发生。

在日常使用中，汪子琦发现，智医系统中

的智医助理功能就像一部百科全书，能识别

1100 多种病例，在诊疗、用药上为基层医务人

员提供参考，也让他不断规范诊疗过程，积累

宝贵经验。“在智医系统的帮助下，我能更好

地为村民提供服务，现在村里人基本都认可

我了。”汪子琦自信地说。

智医系统带来的“准确”与“安全”，是让

基层医务人员的医疗服务逐步实现“从有到

优”的关键。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智医系

统的帮助下，排山镇村医诊断准确率和工作

规范性均有明显提升。“今年之前，卫生院下

属 10 家村卫生室只有三四家能做到病历规范

书写，如今，不规范病历报告数已经降到个位

数了。”广丰区总医院排山分院工会主席周丽

君为智医系统点赞。

“没有病人就诊的时候，我就会打开‘医

学 检 索 ’模 块 ，输 入 自 己 想 查 看 的 医 学 知

识。”萍乡市安源区后埠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治医师罗嘉，深刻感受到智医系统给她

带来的帮助。她告诉记者，医务人员在学习

中不断进步，辖区群众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度

也在不断提升，截至目前，后埠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门诊量增长 45%，六类重点人群

健康管理率增长 13%。

从治疗到“智”疗

在智医系统的协助下，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精准诊断能力、诊疗规范得到了有效提高，

村医“查急病、管慢病、诊小病”，较好地满足

了基层群众就近就医的需要。截至 7 月底，基

层医生累计使用 AI 辅诊 19428 万次，服务门

诊患者 2728.3万人次。

但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智医系统功能

模块多，不少村医年龄偏大，在新系统的操作

使用上还需要时间适应。除此之外，像智医

助理电话机器人、远程医疗等应用模块还在

完善与推广阶段，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处在

逐渐适应智医系统过程中。

“就诊历史查询功能需要增加一个通过

诊断来查询病人信息的功能。”

“使用 AI 助手时，总是跳出上一个病人的

信息，增加了工作量，需要优化。”

“前段时间我们更新了公共卫生系统的

很多模块，这两周我们针对更新内容重新录

制了操作视频，已经上传到系统中，基层医务

人员可以观看学习。”

…………

8月21日下午，在省卫生健康委的会议室，

智医系统部署实施服务工作例会正在举行。

“智医系统上线时间不长，在功能完备、

实用好用、稳定可靠、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还有

差距。”曹玮说，目前出现的问题一方面是由

于系统功能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是基层医务

人员操作不熟练导致的。

为了做好智医系统的推广运用工作，省

卫生健康委组建专班，定期召开例会，听取项

目推进情况，收集基层反映的问题，并针对共

性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今年以来，专班共解

决问题 726 项。“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智医

系统向从事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机

构延伸，确保全省有需求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全部上线运用。同时，优化拓展智医系统

功能应用，纵向联通县域医共体平台，实现检

查检验结果调阅共享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

慢性病患者出院记录共享。”曹玮说。

“创新之箭”已发
机遇与挑战并行

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周小军

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是广大患者朴素的心

愿。近年来，我省通过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推进医

疗联合体建设等方式，致力于解决优质医疗资源

城乡分布不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相对薄弱

等问题。

随着智医系统的推出与推广运用，我省医疗

卫生工作逐步实现重心下移、资源下沉的良好态

势。该系统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和潜力，但机

遇与挑战同在。对此，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继续完善智医系统功能和应用场景，

推动系统向二级及以上医院延伸，实现更广泛的

医疗资源整合和共享，构建更加合理有序的就医

格局，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

其次，智慧医疗是一种融合应用物联网、大数

据与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其

本质是数据驱动。要建立健全信息安全防护体

系，避免出现数据泄露或系统崩溃等风险，助力打

造安全医疗。

最后，随着医疗需求的不断增长和技术的不

断进步，系统需要不断进行升级和扩展，以满足更

多的应用场景和需求。因此，我省需要制定合理

的发展规划和路线图，确保系统的可持续性和可

扩展性。只有不断健全机制、打通堵点，才能让优

质医疗资源更好惠及基层。

智医系统的发展是智慧医疗领域的一次重要

实践和创新探索，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经

验和模式。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不断深

化，相信我省智医系统将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

作用，为全省人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医

疗服务。

数字赋能健康江西建设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连着千家万户的幸

福，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建设智医系统，是省

委、省政府站在数字技术发展前沿，将保障人民健

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结合江西实际作出

的顶层设计。我省将智医系统建设项目连续两年

纳入民生实事，绵绵用力、持续推进。

人工智能全科辅助基层医生诊疗，远程医疗

推动医疗资源下沉，检验检测报告全省村卫生室、

乡镇卫生院共享共用便民惠医……采访期间，记

者见证了我省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推广智医系

统，保障基层群众健康需求取得的重大突破。

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之翼”将助力我省

卫生健康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加及时高效满

足人民群众在医疗服务方面的需求，更好提升全

民健康生活水平。

让群众在家门口更有让群众在家门口更有““医医””靠靠
——来自我省部分地区智医系统使用情况的调查

本报全媒体记者 倪可心 陈 晖

“以前开药需要去萍乡

市人民医院，来回一趟就要两

个小时，费时又费力。现在不仅

能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拿药，还能通过‘智慧健康江西’微

信小程序查看以往的检查报告，

非常方便。”萍乡市安源区后埠

街城北社区居民黄燕林说。

“看大病在本省解决，一般

的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的头疼

脑热在乡村解决”，这是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

要目标。为提升基层医疗卫

生健康服务水平，不断满足

城乡居民对优质医疗服务

的需求，我省全力推进基

层人工智能辅助智慧医

疗系统（以下简称智医系

统）建设项目，连续两年

将其纳入省级重点民

生实事，持续改善群众

就医体验，打通为民

服务“最后一公里”。

智医系统如何

更好地守护人民健

康？对此，记者进

行了深入调查。

居民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本报全媒体记者 倪可心摄

萍乡市安源区后埠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晖摄

在永修县虬津镇中心卫生院，医生正使用智医系统问诊。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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