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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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小

方便”，关系着群众就医体验的大提升。
随着结果互认，患者可以最大限度

避免重复检查，不仅节约就医时间，也减
少了不必要的支出。

不同医疗机构的检查检验标准不
一、水平不一，如何保障医疗质量，让结
果能互认、敢互认？医改惠民背后，有大
量“看不见”的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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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而言，通过推进
结果互认，也在倒逼自身水平提升。只
有基层强起来，分级诊疗体系才能加快
落地，才能实现大医院不再人满为患、看
病检查不再排长队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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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
说，应尊重疾病诊疗的客观规律，尤其尊
重医生的临床决策权。同时，医疗机构
和医务人员要加强医患之间的沟通，在
检查检验结果不能互认时，对患者做好
解释和说明。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记者27日
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生健
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和国
家疾控局综合司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
强首诊和转诊服务 提升医疗服务连续
性的通知》，旨在进一步巩固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
疗格局，提高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

加强首诊和转诊服务，提升医疗服
务连续性，是促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的

重要举措。通知从完善首诊负责制、明
确转诊服务规则、加强医疗机构转诊服
务和管理、落实双向转诊机制、依托信息
平台提供转诊服务、促进医疗服务体系
协同等6方面明确主要任务。

通知要求，接诊医师要按照临床诊
疗指南、规范，为患者提供疾病诊疗服
务。对于需要在机构内诊间转诊或病情
超出本机构医疗服务能力或可在下级医
疗机构接续治疗的患者，经患者知情同

意后，接诊医师应将患者转诊需求上传
至本机构负责患者转诊服务的职能部
门，提供转诊服务。

通知还要求，推进医联体内住院服
务一体化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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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患
者知情同意后，转诊至有条件的成员单
位接续治疗和康复，并通过定期联合查
房、远程会诊等方式指导后续治疗。

根据通知，到2025年底，紧密型医
联体(包括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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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
患者在市域内转诊。到2027年，在省域
内建立医疗机构间顺畅的转诊制度，畅
通患者省域内转诊。到2030年，分级诊
疗体系发挥有效作用，为患者提供系统
连续、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形成规范有
序的就医格局。

更便利！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出实招”

推动大熊猫保护与发展，看这些地方有何“妙招”

我国进一步巩固分级诊疗格局提升医疗服务连续性

2024年9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为熊猫们精心准备了
中秋节主题的丰容。 图据新华社客户端

2024全球熊猫伙伴大会11月26日
在四川成都开幕。作为此次大会发布的

“川陕甘熊猫旅游路线”成员省份，同时
也是大熊猫国家公园所在地，记者走访
看到，四川、陕西、甘肃三地通过建立协
同保护管理机制、加大联合巡护、升级运
用高科技手段等，更好保护大熊猫；同
时，适应文旅融合发展新趋势，加强科
普，打造IP，打好“熊猫牌”，更好推动大
熊猫文化传播。

联合巡护
“巡护途中，走在绿水青山间，与各

种珍稀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的惊喜冲淡了
工作的艰辛。”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片区
巡护员李建军感慨道。

2023年以来，按照大熊猫国家公园
川陕甘三省协作开展重点工作的安排，
三省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机构于每年5
月和10月，在岷山和西秦岭区域开展联
合巡护行动。

李建军参加了今年5月由大熊猫国
家公园陕西片区主办的川陕甘三省联合
巡护行动。他说：“我们将平时很难走到
的边界区域作为巡护重点，将难点、死角
的地方摸清楚，采取针对性保护行动；采
集大熊猫、川金丝猴等典型野生动物粪
便，进行疫源疫病的监测；同时扩大保护
工作宣传力度，带动公众共同参与保
护。”

“跨省域协作很重要。”大熊猫国家
公园四川唐家河片区巡护员肖飞说，此
前三省对国家公园的巡护以行政区划为
界，容易缺少对毗邻地区的巡护投入，而
野生大熊猫活动区域一般在高海拔的山
脊密林，往往处于行政区域的毗邻地区。

“联合巡护打破了保护单位之间的
边界，让保护行动形成一张有力的大网，

为加强大熊猫国家公园协同保护，实现
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
了坚实保障和有效助力。”陕西青木川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黎建宏说。

智慧监测
被捆扎成“大蛋糕”造型的新鲜竹

笋、水果拼盘……今年8月，在中国大熊
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年满33岁
的老龄大熊猫“白云”享用到中心工作人
员精心准备的生日美食。

为了更好照护大熊猫，中心成立了
专门的丰容专家团队，进行食物丰容是
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丰容对圈养动物有许多好处，可以
增加它们对生活环境的新鲜感与好奇
心，帮助它们减少刻板行为。”饲养员吴
凯说，中心对大熊猫开展环境、食物、认
知、感知、社群等五大类丰容，以丰富大
熊猫的生活与环境，让它们能充分展示
天性，更加健康快乐生活。

除了对圈养大熊猫进行精细化的丰
容，近年来，多地升级技术手段让野外大
熊猫监测更加便捷高效。

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省管理局
白水江分局大熊猫管理办公室，记者看
到智慧监测系统数字大屏上，一只野生
大熊猫正坐在雪地里休息，憨态可掬。

办公室主任何礼文说，以前工作人
员需定期进入森林更换红外相机储存
卡，才能拿到大熊猫“出镜”影像资料，一
般会滞后一两个月；如今坐在屏幕前，便
能看到大熊猫实时活动画面。

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分
局通过建设“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
依靠物联网及红外相机实时回传技术，
让野外监测更加智能化、精准化。

“我们在园区布设了600台高清自
动回传相机，采取从核心区向一般控制
区延伸的方式，在大熊猫活动频繁、分布
密集的区域以200米×200米的网格实
现全覆盖监测。”何礼文说。

打造IP
今年6月，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

江自然博物馆，参加了“探秘大熊猫国家
公园”自然教育周活动的文县一中学生
薛媛发出感叹：“活动让我们对大熊猫及
其生存环境有了深入了解，也第一次知
道家乡蕴藏了这么多‘宝藏’。”

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园
区整合利用资源，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自
然生态体验活动。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
江分局目前在文县建成自然博物馆1
处、生态体验馆1处、保护站自然宣教室
6处、社区民俗文化博物馆1处，建设了
5.8公里的生态体验线路。今年以来，已
组织当地2400余名中小学师生开展自
然教育科普活动。

此外，多地还通过打造IP等，更好传
播大熊猫文化。

陕西省佛坪县地处秦岭大熊猫分布
的核心区域。该县近年聚力打造“大熊
猫IP”，开发“国宝探秘之旅”等精品旅游
路线，推出“熊小馨”系列文创产品以及
文创雪糕、智慧积木等衍生品，上线“佛
坪熊猫之旅”平台，用游戏化、攻略化、体
验化的方式，将其独特生态旅游资源推
广到对大熊猫和秦岭生态文化有兴趣的
游客群体中。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也是世界
各国人民共同喜爱的“动物明星”。国家
林草局局长关志鸥说，我国正加快建设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大熊猫
保护提供了新机遇、注入了新动力。未
来将继续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有效连
通扩大生态廊道，构建一体化监测体系，
适度发展科普教育和生态旅游，建设一
流的科研合作平台，更好开展大熊猫合
作交流。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