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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杭州市临安区推出以“一村一团

队、一家一屏幕、一人一档案、一户一家医、一键

一调度”为主要举措的天目医享·乡村医疗优质

共享改革项目，重点解决165个无村医、偏远山

村群众就近看病问题，实现“小病慢病不出村、

群众健康有管家、系统重塑乡村医生”的目标。

一村一团队，智慧流动医院进村入户。一

是组建固定诊疗服务团队。统筹区、镇、村三级

力量，组建由医共体牵头医院专科医生、卫生院

全科医生、村卫生室乡村医生组成的“1+1+1”服

务团队151个，每个团队固定负责2-3个村的签

约、诊疗服务，构建“包干到村、责任到人、服务

到家”的组合型服务模式。二是配置移动诊疗

服务车辆。全区购置1辆“移动CT车”，为4家

医共体牵头医院配置5辆带有DR、心电、超声等

仪器的“综合巡回诊疗车”，为卫生院配置20辆

“签约服务随访车”，并开通5G网络和医保，提供

诊疗、体检、远程诊断、医保结算等“一条龙”服

务。三是建立常态化诊疗服务机制。按照“综

合巡回诊疗车”每月1次、“签约服务随访车”每

月 8 次、CT 车每年 1 次的“1+8+1”频率，对 165

个行政村开展定时定点定团队的巡回诊疗服

务。目前，正开展巡回服务进养老院进社区进

企业“三进”工作。

一家一屏幕，临医在家“云”上看病。一是

电视问诊。打通“互联网诊疗”“云药房”“华数

电视”三大系统，建立区级医院、卫生院、老年人

照料中心三级联动的“临医在家”可视化诊疗平

台，老人在家点开电视机就能咨询、问诊、配药，

如遇疑难杂症，可在线呼叫牵头医院专家实现

三方同屏会诊。现已开通27家养老院、照料中

心及部分失能老人家庭。二是“云端”配药。拓

展杭州“智慧云药房”功能，4 家医共体牵头医

院、20家卫生院全部接入“智慧云药房”平台，药

品目录达到2116个，配送药品处方1.1万多张，

同时构建“巡回诊疗、线上诊疗开具处方，顺丰

快递配送到家”的配送闭环系统。三是“掌上”

诊疗。全面建成“健康临安”移动医疗服务平

台，全区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全面入驻，涵盖“云”

上健康信息查询、巡回排班、预约挂号及CT等

检查、看病配药等功能。

一人一档案，数字管家医防融合。一是用

画像预警疾病。为全区56万群众建立集健康指

数、健康画像、健康报告于一体的数字健康档

案，做到全覆盖。同时，形成基于大数据、人工

智能算法的3D疾病风险预测模型，预测中高风

险疾病，让群众提早进行自我健康管理。研发

“用药提醒、定制服务”等增值服务。用药提醒

是向“两慢病”用药患者推送短信提醒配药；定

制服务是建立“定制服务滴滴平台”，群众线上

点单、医疗机构线上接单、医护人员线下服务。

二是用AI管理慢病。聚焦“两慢病”，向高危患

者投放高血压、糖尿病智能检测设备，医生端上

线“AI 慢病助手”系统，实施路径化分色管理。

三是用平台分析工作。建立区级数字监管平

台，集成巡回诊疗、临医在家、健康管理、数字家

医等模块及监管系统，分析绘制巡回诊疗、疾病

谱、签约服务“三张图”，实现工作数据动态生成

有效分析、居民健康数据有效监测管理、车辆巡

回轨迹精准定位。

一户一家医，赤脚医生再造重塑。一是培

育新型签约家庭医生队伍。通过“1+1+1”巡回

诊疗组团方式，建立起涵盖区、镇街、村三级医

疗体系的整合型签约医生队伍。二是迭代乡村

医生队伍。与浙江中医药大学合作培养本土乡

村医生，三期共招收学员67人，其中33人已分配

至户籍地村卫生室服务。同时出台《临安区乡

村医生管理办法》，建立聘用、晋升、考核机制，

并拿出一定名额，面向现有乡村医生公开招聘，

纳入事业编制管理。三是创新签约服务模式。

强化数字赋能，搭建“数字家医”系统，实现手机

端、电脑端签约管理、信息查询、精准转诊、预约

药品配送等服务。四是重建制度保障体系。制

定以“服务数量、服务质量、群众满意度”为核心

的“1+4”考核体系，通过考核推动医疗资源下

沉，提高资金使用效能。

一键一调度，构建急救快响网。一是全面

“统”，综合调度更有力。统筹11个部门多跨协

同，挂牌成立“区综合急救快速反应指挥中心”，

贯通120医疗急救、红十字急救侠、“天目医享”

巡回诊疗、交警等数据平台，打造“综合急救指

挥大脑”，融合形成急救“一张图”，实现一键调

度、一体响应。二是强化“快”，急救响应更及

时。以急救中心为核心，构建“1个急救中心+18

个急救站点+25辆巡回车辆”覆盖全区镇街的急

救网络，最近的救护车和乡村巡诊车“双向奔

赴”，服务半径和反应时间缩短50%以上。组建

由交警、网格员、快递骑手等组成的“急救侠”队

伍，弥补救护车赶到前的急救缺位。三是突出

“好”，施救手段更智慧。建立急救优先分级调

度系统，电话端远程实时指导现场救护，做到重

症呼救“接报即施救”；视频端搭建救护车与医

院急诊之间的“会诊桥”，视频直连专家接诊、会

诊，实现“上车即会诊”；数据端打通救护车与住

院系统实时数据通道，提前制订抢救方案和术

前、住院准备，实现“上车即入院”。

临安：共享优质医疗资源 推动高水平共同富裕

近年来，新昌县以“千万工程”为引领，立足

“全域共富、城乡和美”目标，以片区化建设引领

乡村全面振兴，围绕“一江一线八村”为核心的

澄潭江新时代美丽乡村共同富裕示范带，形成

“梅棠雅集”和“下岩贝·金山上”两大主题片区

化品牌 IP（“梅棠雅集”涵盖梅渚、梅屏、棠村、

雅庄和镜岭村，“下岩贝·金山上”包含下岩贝、

金山和后岱山村），全力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

系协同化、片区化、市场化，实现公共服务优质

共享。

坚持片区共建共创，打造和美乡村先行

区。一是区域联动。探索构建澄潭江新时代美

丽乡村示范带建设，核心区涵盖两大片区共8个

重点村庄，并辐射带动周边村庄抱团发展。签

订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区共建共创联合倡议，扩

容十九峰景区，整合片区旅游资源，建设安缇

缦生态旅游度假区、狐巴巴星球乐园等项目，

通过多元文化创意活动，如举办房车露营集、

马拉松集、机车音乐集等，扩大片区联动效

应。二是机制联建。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以党

员共管、事务共商、难题共解，推动基层党建整

片建强，加快推进片区工作。成立云上乡创人

才中心，创设乡村振兴学院，通过熟人介绍、以

商引商等方式，已为两大片区引进近百位优秀

乡创人才。三是利益联结。引导国有企业等

参与未来乡村建设，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如梅渚村探索“乡村＋国企”模式，与县旅游集

团共同注册成立梅渚古村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村集体以资产经营权入股，旅游集团负责招商

运营，实现投、建、管、运一体，村集体、村民、企

业三方共赢，一年内全村新增业态12个，投资逾

3000万元。

坚持产业共生共荣，打造强村富民示范

片。一是景区拉动。发挥国家4A级景区穿岩十

九峰景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建成精品民宿90余

家，发展旅游经济，实现增收致富。二是园区驱

动。借助与高新园区接壤的区位优势，发挥园

区工业产业虹吸效应，促进产业规模效应形成

和人才集聚，汽车电子产业园、高能级科创园等

投入使用，周边共汇集产业工人 5.8 万人，其中

“天姥雁栖”计划新增外来产业工人3028人。深

化梅渚农产品加工园区建设，辐射带动澄潭茶

厂、清承堂等数字茶业，招引落户丰岛三生共富

等农业招商项目，促进一二三产融合。三是城

区带动。发挥毗邻主城区的优势，以城乡提升

工程为依托，主动承接人口、产业、功能，发展成

为与主城区功能互补、产业配套的产城人融合

新区，新建邻里广场、人才公寓、县委党校、体艺

中心等民生服务项目，加速人口集聚、提升乡村

活力，加快融入新型城镇化进程。

坚持服务共享共治，打造农民幸福共同

体。一是服务均等化。围绕城乡公共服务同标

同质目标，推进便民、养老、教育、交通、医疗、文

旅、智慧、低碳“八项一体化”33条服务举措，建

设全省首个全民健身体测舱，打造全县首个现

代文明生活馆，通过群众自助、村干部联同第三

方运营单位辅助的方式，囊括“一照通”、电力缴

费等自助服务，打造15分钟未来生活圈，辐射片

区内 2.3 万常住人口、高新园区外来技术工人

等。二是设施一体化。改善通景公路通行条

件，打通泄下至黄潭坑公路等4条县道，完成乡

村道路亮化工程13公里，开通首条丹霞风情夜

游公交专线、嵊州高铁站至下岩贝村旅游专线，

满足两大片区乡村旅游发展需求。同时，以澄

潭江为风景廊道，以新蟠线为依托，结合澄潭江

两岸村庄文化、滩林特色，推进“水墨山城”县域

风貌样板区、未来乡村和澄潭江绿道等设施建

设，总面积逾 27 平方公里。三是治理协同化。

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发挥村干部、

党员、乡创人才等三支队伍在片区建设中的作

用，凝聚多方合力，建立“握手言和”工作室，引

导“两代表一委员”参与协商议事、建言献策、产

业扶持、矛盾化解。依托“基层治理四平台”、平

安建设信息系统、综治视联网等途径，提升片区

基层治理水平。

新昌：打造片区主题品牌IP 探索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