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不

仅为临床医师诊治疾病提供了重要

数据， 同时也实现了对农民健康的

终生跟踪， 健康信息化建设是卫生

事业的一次革命， 鹤壁健康电子档

案系统的建立对全国的卫生事业具

有指导意义。 ”4 月 19 日下午，在浚

县善堂镇吴村卫生所参观后的辽宁

省卫生厅农村卫生处处长张喜春对

记者说。

张喜春说：“过去都是家长找乡

村医生给孩子打预防针， 现在是把

全乡儿童都集中在乡防保站来打预

防针，消除了疫苗安全隐患，这一工

作思路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建立健

康档案把所有人的情况统一管理，

针对一个人群的整体健康状况进行

综合管理， 真正做到了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 可谓是一场卫生事业的革

命。 我们会把学到的新工作思路和

具体筹建方法应用到以后的卫生事

业建设中！ ”

“通过这次来鹤壁开现场会，我们

感受到鹤壁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农村

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 鹤壁市在农村

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 管理方面应该

说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4 月 19 日下

午， 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卫生服务

规划管理处副处长张并立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张并立说， 通过建立农村健康档

案， 卫生行政部门能够更好地了解农

村人口的疾病发生状况， 进一步提高

农村居民的健康水平。

张并立说， 之前基层医疗机构重

治疗、轻预防的现象比较严重。希望通

过农村居民健康档案这项工作， 彻底

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模式，

把工作中心真正转到公共卫生服务上

来。 ”

“鹤壁市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成绩

斐然， 这一成果离不开政府的高度重

视。 ”4月 19日下午，北京市社区卫生

服务管理中心赵京感慨。

“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管理以及

后期应用不仅有人员、 硬件等方面的

要求， 还需要对相关人员进行后续培

训，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投入。参观

途中， 我充分感受到了鹤壁市委市政

府对这一工作的重视， 建档需要走进

大街小巷，走向每一个农户家里，有些

还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鹤壁市建档

率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平， 离不开社区

医务人员的付出。 ”

赵京说， 鹤壁市实现了全市电子

信息系统的联网，不管去哪个卫生院，

都能通过这套系统查询到村民就诊信

息，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

“今年按照医改的统一安排，全

国各地要全面建立农村居民健康档

案。 这次大家来鹤壁学习到了不少东

西，这对以后我们建立农村居民健康

档案有很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4月

19日下午，陕西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

理处处长李延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

问起参观过我市推进的农村居

民健康档案工作后，对建档的哪个环

节印象最深刻时，李延明说，过去一

些医疗机构或社区都建立过一部分

医疗健康档案，但这些健康档案没有

共享平台，只能在机构内部使用。 如

今，鹤壁把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用网络

连接起来，各医疗机构之间能实现资

源共享，这样就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

检查，农民省了钱，医疗系统的工作

效率也得到提高，这是一个十分有意

义的举措。

“农村居民健康档案信息化管理

鹤壁目前做得比较完善， 非常人性

化。 ”4月 1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副研究员崔颖在

参观过王庄镇宋井固村标准化卫生

所、善堂镇吴村标准化卫生所后说。

“通过信息化管理，能促进各级医

疗机构服务人员能力的提升， 各级医

疗服务人员分享健康档案、 医疗电子

病历，可以促进各级人员互相学习。 ”

崔颖说。

崔颖说， 其中孕产妇孕产期的健

康档案的管理就上了一个大台阶，实

现了孕产妇孕期保健的动态化管理，

医生可以随时发现隐含的危险因素和

孕妇的不良生活行为，及时进行指导，

各级医生也能及时了解产前检查和产

后回访情况，非常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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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记者 徐舒帆）4 月 19 日，全

国农村居民健康档案工作现场会在鹤壁

迎宾馆召开，大会对我国农村居民卫生健

康档案建设工作进行研讨，并进行经验交

流。

卫生部农村管理司卫生服务规划管

理处副处长张并立主持大会，卫生部农村

卫生管理司副司长张朝阳、河南省卫生厅

副厅长秦省、市长丁巍、副市长李军及全

国各省、市、区、直辖市卫生厅、局级农村

卫生工作负责人与相关医学研究机构的

专家学者参会研讨。

从 2006 年至今， 我市把建设城乡居

民健康档案、打造健康信息服务平台作为

完善新农合制度、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均等化的重要举措，作为推荐和深化医改

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目前已为全市 95%的

居民建立了纸质和电子健康档案，初步形

成了市、县、乡、村四级健康信息网络，实

现了新农合管理系统、 新农合监管系统、

健康档案管理系统和医院管理系统的网

络对接，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在全国名列

前茅。

卫生部农卫司副司长张朝阳指出，今

年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医改

提出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

目标，这既是一个阶段性目标，也是一个

不断深化不断提高的终极目标。 这个目标

的实现， 必须充分依靠和发挥基层的作

用。 为农村居民建立健康档案是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要内容，各级卫生

行政部门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 要采取

规范的标准，要符合医学的要求，要针对

农民的特点，适应农村的现状，最关键的

信息一定要采集到，要采用模块组合的框

架，便于不断扩展，预留发展空间。 要积极

探索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新方法，探索

档案在采集、录用、使用、完善、维护过程

中的新办法。 要发挥信息平台作用，促进

信息沟通协调使用。 健康档案要规范化、

电子化，不能弄虚作假。 建立健康档案是

一项重要的医改任务，也是一项惠及百姓

的善事，要把好事办好，让群众受益。

会上， 秦省代表河南省卫生厅致辞，

并对我省农村卫生工作进行了总结。 丁巍

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我市市情，以及我市公

共卫生事业所取得的成绩和进展。 副市长

李军代表市政府介绍了我市居民健康档

案建设情况，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信息标

准处处长胡建平对目前我国卫生信息化

建设及居民电子档案的管理进行了详细

解析。

来自我市、江苏、海南、四川、新疆、浙

江等六省市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分别介

绍了各自在建立农村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的先进经验。

全国农村居民健康档案工作现场会昨日在我市召开

我市超九成居民有健康档案

4 月 19 日下午，参

加全国农村居民健康

档案工作现场会的专

家学者来到淇县朝歌

卫生院、 桥盟卫生院、

北阳镇青羊口村标准

化卫生所、北阳镇王庄

村标准化卫生所及浚

县善堂镇中心卫生院、

王庄镇中心卫生院、王

庄镇宋井固村标准化

卫生所、善堂镇吴村标

准化卫生所，实地考察

我市农村居民健康档

案建立及管理情况。

参观间隙，相关人

士接受了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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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的乡镇和农村的农民健康

档案做得还是比较完善的，涵盖了包

括公共卫生管理、基本医疗、用药目

录等医药方面的内容， 值得我们学

习。 ”当日下午，了解了淇县朝歌镇卫

生院的居民健康档案建设情况后，甘

肃省卫生厅农村卫生管理处处长方

剑平对记者说。

“‘村卫生室综合业务处理系统’

乡村医生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对于农

民就医和提升医疗管理都有好处。 今

天参观了几个医疗卫生机构，我看医

生操作得都很熟练，也正说明了电子

系统可操作性强，管理也方便。 ”方剑

平说。

他说，甘肃省目前也在全省推行

居民健康档案建设工作，但鹤壁要比

甘肃先走一步；虽然全国各地的居民

健康档案建设各有特色，但来到鹤壁

实地参观过后，发现鹤壁的居民健康

档案建设工作做得很完善，真是不虚

此行。

电子健康档案

操作管理都方便

———访甘肃省卫生厅农村卫

生管理处处长方剑平

□晨报记者 王帅

鹤壁居民健康档案非常人性化

———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副研究员崔颖

高建档率离不开政府高度重视

———访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赵京

□晨报记者 秦颖

健康信息共享

有助效率提高

———访陕西省卫生厅农村卫

生管理处处长李延明

□晨报记者 王帅

健康信息化

是一次革命

———访辽宁省卫生厅农村

卫生处处长张喜春

□晨报记者 秦颖

□晨报记者 李丹丹

鹤壁健康档案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访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卫生服务规划管理处副处长

张并立

□晨报记者 渠稳

淇县朝歌卫生院的医生在演示操作系统。 晨报记者 王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