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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
局、国家疾控局聚焦群众看病就医
过程中，在不同科室、不同医疗机
构、不同城市间的转诊关键环节，11
月27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首诊
和转诊服务 提升医疗服务连续性的
通知》，推动到2025年底，紧密型医
联体内建立顺畅的双向转诊制度，
以地级市为单位建立医疗机构间转
诊制度；到 2027 年，省域内建立医
疗机构间顺畅的转诊制度；到2030
年，分级诊疗体系发挥有效作用，形
成规范有序的就医格局。

《通知》聚焦人民群众看病的切

身利益和感受，提出了几方面便利
举措。

一是接诊医师落实首诊负责
制，为患者提供转诊服务。在看病
过程中，对于接诊医师判断有转诊
需要的患者，可经由接诊医师负责
联系医疗机构转诊中心，协助患者
直接转诊到医疗机构内其他科室，
或外转至相应医疗机构治疗。

二是医疗机构内设立转诊中
心，提高患者转诊便捷性。医疗机
构要设立转诊中心，或指定固定职
能部门承担患者转诊服务工作，经
接诊医师评估后确有转诊需要的患

者，由转诊中心联系协调相关医疗
机构，提供预约挂号、预约开展检验
检查项目等服务便利。

三是医疗机构间落实双向转诊
机制，方便患者区域内转诊。首先，
医联体内承担转诊接诊任务的医疗
机构要建立预约转诊患者优先就诊
制度。上级医院要为基层预留一定
比例的门诊号源和住院床位，将医
疗资源、人员下沉至基层，方便患者
基层就诊。其次，对于专科诊疗需
求突出或者综合诊疗要求高的患
者，且接诊医疗机构不具备相应诊
疗能力的，优先转往所在医联体内

的上级医院继续诊疗或为患者转诊
至其他医疗机构继续诊疗。最后，
医联体内上级医院主动为急性病恢
复期、术后恢复期、急危重症稳定
期、疾病康复期等患者提供下转服
务，并通过定期联合查房、远程会诊
等方式指导接续治疗和康复。

《通知》要求地方各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推
动医疗机构内、一定区域内医疗卫
生服务相互延伸，逐步畅通人民群
众转诊过程，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转诊更便捷！三部门要求提升医疗服务连续性

超声、X光、血常规……刚做的检
查检验，换一家医院却不算数。看同
一种病，在不同医院，要重复检查检
验，令不少患者烦恼，也加重了负担。

改善就医体验“出实招”！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等7部门11月27日公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
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

到2025年底，各紧密型医联体
（含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实
现医联体内医疗机构间全部项目互
认，各地市域内医疗机构间互认项
目超过200项。

到2027年底，各省域内医疗机
构间互认项目超过300项；京津冀、
长三角、成渝等区域内医疗机构互

认项目数超过200项。
到2030年，全国互认工作机制

进一步健全完善，检查检验同质化水
平进一步提高，结果互通共享体系基
本建立，基本实现常见检查检验结果
跨区域、跨医疗机构共享互认。

如何破解“不能认”？检查检验
结果要“联网”。

患者带来的胶片看不清楚，但
打开电脑上的互认平台，之前检查
的细节都能看到了——这是一位医
生使用当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
后的感受。

来自不同医疗机构的结果，在
同一个电子平台上打得开、看得到，
首先得统一数据标准。目前，各地
积极推进卫生健康信息平台建设，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通共享三
年攻坚行动自2023年 10月以来持
续开展，力争实现各机构之间信息
化建设“车同轨”。

此次印发的文件专门提出，各
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区域信
息平台建设，通过建立检查检验结
果数据库、“数字影像”或“影像云”
等方式，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
实现区域内跨机构共享调阅。

如何破解“不敢认”？检查检验
结果要“达标”。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便利患者
是目的，把病看准是前提。有患者
和医务人员担心，一些基层医疗机
构的检查检验结果“不准”，上级医
院又将其作为诊疗依据，最后“受

伤”的还是患者。
本次印发的文件明确提出，强

化检查检验质量控制。各地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要提升辖区内检查检验
同质化水平，落实城市医疗资源下
沉县级医院和城乡基层机制，提升
基层医疗机构检查检验能力水平。

医学专家提醒，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并不是简单的“一刀切”。

有医务人员说，在诊疗过程中，
有的患者因外伤、急性病等，病情变
化快，即使前期做过检查，为确保医
疗安全，也仍然需要重新检查。

为此，文件要求，坚持以保障质
量安全为底线，以接诊医师判断为
标准，积极有序推进互认工作。

据新华社

七部门推进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其中明确——

2027年底长三角医疗机构互认超200项

针对七国集团外长会联合
声明涉华内容，外交部发言人毛
宁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希望七国集团国家停止沉迷地
缘政治游戏，摒弃狭隘的零和思
维，为国际社会的团结合作作一
些切实的贡献。

“今年以来，中方已多次就
七国集团涉华错误言论表明严
正立场。”毛宁说，七国集团既然
提出寻求同中国建立具有建设性
和稳定的关系，合作应对全球挑
战，就应该践行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精神，用实际行动将上述表态
落到实处，而非攻击抹黑中国。

毛宁表示，中方在乌克兰危
机问题上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立
场，积极劝和促谈，从未向冲突
方提供武器，严格管控军民两用
物项甚至民用无人机出口，反对
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
同时中俄正常经贸交往不应当
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干扰和胁
迫。所谓“中国产能过剩”已经
被大量翔实的事实和数据证明
是伪命题，希望有关国家秉持开
放心态，坚持公平竞争。中方在
东海、南海、台湾、新疆、西藏、香
港等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
确的，中方坚决反对七国集团损
害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敦
促七国集团国家遵守联合国宪
章宗旨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
准则，管好自己的事情。

据新华社

中国外交部：
希望七国集团国家
停止沉迷地缘政治游戏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等 7 部门 11 月 27 日公
布《关于进一步推进医疗机构检查
检验结果互认的指导意见》，要求以
保障质量安全为底线、以接诊医师
判断为标准，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工作，提高医疗服务效率，改善患
者 就 医 体 验 。 根 据 指 导 意 见 ，到
2025 年底，各紧密型医联体（含城市
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实现医联
体内医疗机构间全部项目互认，各
地市域内医疗机构间互认项目超过
200项。

近年来，国家层面对医疗机构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下了决心，此次
更是拿出了“时间表”，值得期待。

这一局面既是相关部门依法依
规推动的结果——2022年2月，国家
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等联合发布《医

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管理办
法》，为这项工作的展开摁下“加速
键”——也源于社会各界的呼唤，特
别是有识之士的热切建议。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现代快报报道了全国
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第一医院
副院长张俊杰关于“呼吁医院检查
结果共享互认”的建议，相关话题多
次 登 上 微 博 热 搜 ，累 计 阅 读 量 近
6000 万。网友直言，“因为直击痛
点，所以成为热点”。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是
大势所趋，也是利国利民、理所当然
的要求。

实行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将减少重复检查检验，减轻患者
经济负担，节省诊疗时间，也让患者
少经历一些检查检验所带来的痛苦
和 不 适 感 ，对 患 者 来 说 是 一 个 福
音。检查检验结果的互认、互通，将
减少和避免医疗资源浪费，把有限
的资源用到“刀刃上”。这也有助于
推动分级诊疗制度，避免大医院的

“扎堆”现象。
但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之所以未能及时实行，只在部分地
区有所体现，原因是多样的。一方
面，病情具有复杂性且存在动态变
化，在一定时间内，一张片子很难

“管到底”。为了保证检查检验结果

的精确度，并不能完全取消重复检
查检验；另一方面，医疗机构之间存
在信息壁垒，共享机制不健全；再
者，检查检验设备的先进与否、检查
检验技术的高低，以及个别医疗机
构对于检查检验所代表的利益的看
重，都会产生微妙影响，甚至诱生出
重重阻力。

要实现“互认”，需要各医疗机
构顾全大局、心系群众，放下顾虑，
将不必要的重复检查检验坚决取
消。更需要有关部门以“顶层设计”
的制度张力，以雷厉风行的落实决
心，发力打破利益藩篱和信息壁垒，
回应群众的深沉期待。如今，相关

“时间表”已经推出，“军令状”也已
拿出，各地各部门当以只争朝夕的
动力，及早让新政落地。

现代快报/现代+首席评论员 戴之深

如今，相关“时间表”已经推出，“军令状”也已拿出，各地
各部门当以只争朝夕的动力，及早让新政落地

医疗检查结果互认时间表呼唤“加速跑”

把扫雪挂钩奖学金，高校不能“没有解释”
近日，有网友发布“辽宁大学化

学院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
其中规定：冬季扫雪缺席次数多于
30%的该学院研究生，将取消学业奖
学金评审资格。26 日，有记者致电
辽大化学院，工作人员表示：没有解
释。

各大高校的奖学金管理办法对
参评学生都有一定要求，如遵守校
纪校规、品学兼优等。但像辽大化
学院这样，将评审资格和某一项具
体事务挂钩并不多见。这项规定是

否合适？有学生就说了，学院这是
拿学生充当免费劳动力。学校不雇
人、不雇铲雪车师傅，全让学生去
整，万一滑倒受伤怎么办？但在一
些旁观者看来，这是正常的集体活
动，扫一下也没什么。

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于
是，很多网友想听听校方怎么说。学
校为何会制定这一规则、目的又是什
么？不过，校方让他们失望了。如果
扫雪是辽宁大学长期坚持下来的优
良传统，每一位师生都会积极自觉参

与，学校出于发扬校园文化的目的，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则规定无可厚
非；但如果这项规定是心血来潮，而
师生出于对安全的担忧，都不愿出来
扫雪，学校将之列为奖学金评审条
件，则有“道德绑架”之嫌。

此外，还有学生提到，所谓扫雪
其实是铲冰，根本不好弄，而且很
滑，最好由专业的师傅和铲雪车来
完成。学校应当“听劝”，请专业的
人做专业的事。

高校对奖学金发放设定一些要

求和条件，很正常，但是任何要求和
条件都应出于慎重考虑，应为大家理
解且学生力所能及。否则，学校就该
反省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总之，将扫
雪与研究生奖学金评审挂钩，辽大化
学院不能“没有解
释”，而是应站出来

“走两步”，回应外
界关切，消除公众
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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