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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病病花花33分分钟钟，，排排队队用用仨仨小小时时
大医院饱和社区医院吃不饱，专家提出医师多点执业或可缓解压力

推行多点执业

让医疗资源流动

本报记者 宋佳 段婷婷

这几天气温下降，
忽冷忽热间，医院儿童
输液室里的小患者又增
加不少，家长早已对市
区各大医院挂号处的排
队“长龙”不再感到新
鲜，不过也有家长提出
疑问，孩子看病用了3分
钟，排队至少3小时。

排队时间长，是因
为医院看病的人多。看
病时间短，道理也很简
单，有的不是什么大病。
这“一长一短”现象，虽
然是老生常谈，但从侧
面反映出部分就医者的
心态和医疗资源配置不
均的问题。

如何缓解患者盲目扎堆大医院
导致的就医难题，记者咨询了毓璜
顶医院医务处处长毛琦善，他告诉
记者，如果医师多点执业将来获批，
或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看病难的
问题。

对于很多市民来说，医生多点
执业是个陌生的名词，大体可以理
解为，符合条件的执业医师经卫生
行政部门注册后，在2个以上医疗机
构从事执业活动的行为。

“好医生将不再束缚于医院，也
可以到基层医院坐诊，如果能够实
现，将会中和基层医院人才缺乏的
现状，分流不少大医院的压力。”毛
琦善说，这样以来，可能医生的压力
会比较大，将会牺牲大量的休息时
间。“就目前实行的情况来看，虽然
多点执业遇到发展瓶颈，但如果完
善好后，或将成为新的希望。”毛琦
善说。 本报记者 宋佳 段婷婷

今年7月23日，深圳市卫生和人
口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式确认《深圳
市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实施细则》已
报送广东省卫生厅批示。据悉，广东
省卫生厅已就该《细则》表示“肯定
和支持”。深圳市卫计委表示，如果
一切顺利，自由执业将在今年底前
在深圳铺开。

深圳此次推出的《细则》做出一
项重大改变：已在深圳注册的医生
在多点执业前无须经过医疗机构的
批准，只要在指定网站简单备案即
可。这意味着，若公立医院医生希望
参与多点执业，原单位将无法阻挠。

其实早在2009年9月，原国家卫生
部就曾下发过《关于医师多点执业有
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医生合法多点
执业。但是由于通知要求“医师受聘
到其他医疗机构执业，应经所在单位
和相关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所以全
国医师多点执业的成效并不理想。

自2010年1月至去年12月，整个
深圳市获批多点执业的医师只有36

人。

医师多点执业

无锡遇冷

8月21日，记者从无锡市卫生局
获悉，根据国家、省的相关政策，无
锡市最新出台了医师多点执业管理
实施办法(试行)，办法从9月1日起正
式执行。

值得关注的是，从2011年8月1

日江苏开始实施《江苏省医师多点
执业管理办法》以来，到现在为止，
两年来无锡市仅有27位医师向卫生
部门申请了多点执业。从采访反馈
信息看，多点执业在锡遇冷。

采访几位医生发现，他们都有
顾虑。一位市属医院的副主任医师
表示，现在在单位的业务量都已经
饱和，根本难以进行多点执业。另一
个顾虑是，申请多点执业，医师必须
出具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同意的
书面证明，“这让我们很为难，医院
会不会同意还是个问题。”

对于医院来说也不积极，原因
在于如今我国医生的人事档案、编
制都在医院，“从人才培养的角度
讲，谁培养谁受益。医院当然不愿意
自己花钱花精力培养的人才被别人
用。”一家三甲医院负责人坦言。

毓璜顶医院医务处处长毛琦善>>

网上预约挂号，患者评价一般

“目前看病难的问题，主
要体现在大医院上，越是好医
院，越是一号难求。”毓璜顶医
院医务处处长毛琦善说，从当
前的医疗体制来看，很难改
变，毕竟医疗资源是有限的。
但作为烟台最好的综合类三
甲医院，他们也采取了很多举
措，尽可能减轻和缓解老百姓
的看病负担。

毛琦善介绍，对于市民反
映的挂号难问题，医院开设了
专门的网上预约挂号平台，患
者只需提前一天预约挂号，预
约后按照提示时间到医院取
号便能节约很多排队时间。

“但从近年来的实际预约挂号
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市民对于

预约挂号评价一般。”毛琦善
说，目前毓璜顶医院的医生并
没有限号，患者到医院随时挂
号就可看病，但预约挂号的患
者到医院后，到底是该安排在
前面还是后面？这方面的考虑
也让不少患者有意见。

“在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
上，我们也在努力，尽可能让
患者住进医院三天就能接受
手术。”毛琦善说，等新院建成
后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就
医压力。“但是不得不提及的
是，大医院挂号看病难的问
题，靠一家医院是不能解决
的，还需要政策、资金以及各
医院共同努力才能有所改
善。”

市政协委员李忠臣>>

给予扶持，调动社区医院积极性

“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
院是新医改的主要内容，这
也 是 缓 解 看 病 压 力 大 的 关
键。”市政协委员、市直机关
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李
忠臣告诉记者，之所以当前
患者扎堆大医院看病，与社
区医疗服务水平低，医疗设
备差，人才缺失有很大的关
系。患者生病了去社区医疗
结果看不好，或者花同样的
钱 却 没 得 到 同 样 的 医 疗 服
务，久而久之，也就失去对社
区医院的信任。

在李忠臣看来，尽管国家
鼓励到基层医疗机构就诊，但
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上还有待
完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现

在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许多医
务工作者与公立医院的待遇
差不少，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提
高不起来，很难使医疗技术进
步。”李忠臣说，要想解决看病
难的问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需发挥重要作用，当市民患普
通的小病，第一时间想到去社
区医院看病时，这样大医院的
患者人数才会减下来。

“真正要提高基层医疗服
务的水平，国家除了予以政策
和资金的支持外，对于基层医
务工作者的编制待遇问题也
应当解决。”李忠臣认为，只有
从根本上满足工作人员的需
求，才有可能对看病难的问题
有所缓解。

10日下午1点多，在毓璜顶
医院儿科门诊挂号处，20多名家
长排队等待挂号，其中部分是
因为孩子感冒发烧前来就医。
这些患儿中小的有几个月大的
婴儿，大的有五六岁的孩童。

“看病用不了3分钟，但是
排队合起来至少要用 3个小

时。”排在队首的芝罘区市民
于先生掰着手指说，看一趟病
下来，要挂号、就诊、交费、检
查、取药、打针，要排6趟队。

像这种扎堆排队就诊的
现象，在市区各大医院并不鲜
见。在烟台山医院大厅里，远
远望去，在走廊两边的挂号、

交费处，两边的队伍因为太长
有时会“交融”在一起。

“从早晨6点左右就来排
队，结果前面已经有二十多
人。”一位在毓璜顶医院住院
的张先生说，幸好医护人员比
较人性化，不到上班时间就开
始为求诊患者挂号。

“看病就找白头发的医
生，他们从医时间长，有经
验。”在毓璜顶医院，两位患儿
家长坐在一起，互相交流看病
心得，其中一位患儿家长说。

据介绍，现在家长给孩子
看病，要么找老大夫，要么挂

专家号，这也让有的医生很
忙，有的医生则很闲。“还是专
家看得好，给我孩子看病的专
家真好，孩子没几天就好了。”
一位奶奶抱着孙子说道。

“有时儿科医护人员一天
要看60-100名患儿，但有的医

生一天数量只有一半。”毓璜
顶医院儿科专家介绍说，一上
午光顾着和家长讲述患儿病
情，别说喝水，就连上厕所的
时间都没有，“提前上班，迟点
下班都是家常便饭，经常中午
12点还在加班。”

在海滨小区、金沟寨小
区、上夼西路的社区医院，则
很少有市民带着孩子去看病，
偶尔会有几位老人去量量血
压，咨询保健知识。

“每天工作很清闲，有时
一天都看不到一个人。”一家
社区医院的医护人员告诉记
者，有时候来社区医院的人也

多是去大医院开好药，来这里
躺着输液。

不少市民认为，社区医院
条件不完善，医护人员水平有
限，医疗设备配备也比不上大
医院，担心延误病情便到大医
院就诊。“人才都集中在大医
院，社区医院难分一杯羹。”该
医护人员说。

孩子感冒，宁可去大医
院排队也不愿去社区医院就
诊，对此，有家长称，现在独
生子女多，在家里都是宝贝，
一旦孩子生病，有钱、没钱的
家长都会带孩子到大医院，
多数社区医院被家长忽略，
没有起到分流大医院病患的
作用。

相关新闻

深圳医生走穴

将只需网上备案

他山之石

社区医院很冷清，有时一天看不到人

老专家格外忙，上厕所都没时间

给孩子看病，至少排6次队

记者调查

各抒己见

10日下午1点多，毓璜顶医院里家长们给孩子排队挂号。 本报记者 宋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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