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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卫函〔2021〕55 号 

 

 

各区（市）卫生健康局（中医药管理局），委直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省卫生健康委有关要求，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结合我市中医药工作实际，市卫生健康委制订了《“方便看

中医”“放心用中药”行动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1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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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方便看中医”“放

心用中药”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鲁卫函〔2021〕255 号）要求，

进一步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中医药服

务，切实为群众看病就医办实事解难题，经研究确定，在全市开

展“方便看中医”“放心用中药”行动，并制定本行动实施方案。 

一、“方便看中医”行动 

1、完善基层中医药健康服务网络。以区（市）为单位，统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发展布局，以中医药优势突出的特色品

牌示范创建为抓手，推进镇（街)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医药综合服务区（国医堂、中医馆)中医药特色作用发挥，80%以

上村卫生室和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鼓励

社会力量举办中医门诊部和中医（备案）诊所，形成居民 15 分钟

中医药健康服务圈。（中医药管理科、基层卫生科负责；年底取得

明显成效） 

2、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以中医适宜技术推广为切

入点，深入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加大二级以上中医

医院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人才、技术、管理输出力度。每个区

（市）为辖区内每个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培训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

1 名。加强中医药师承教育，建立健全师带徒机制。支持开展中医

药或与康复相结合的特色病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将群众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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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机构普遍开展的中医药技术服务纳入各类重点人群服务包

内容，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作用。充分发挥城市医联体和县

域医共体作用，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中医药诊疗能

力培训和远程会诊等工作。支持二级以上中医医院专家到基层医

疗机构设立名医基层工作站，建立长效帮扶机制。(中医药管理科、

中医药发展科、基层卫生科负责；12 月底前完成) 

3、推动优质中医资源下沉。依托市、区（市）优质中医资源，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中医中药“十百千”系列服务活动，让群众在

家门口享受到优质中医服务。通过开展“十场专家解读上讲堂”、

“百场体验服务赶大集”、“千场宣讲服务进村居”活动，在全市

营造“方便看中医”“放心用中药”深厚氛围，让中医药走进基层，惠

及千家万户。( 中医药管理科、中医药发展科、基层卫生科；年底

前取得明显成效) 

4、优化中医药服务平台。各区（市）卫生健康局要及时汇总

中医药特色突出的中医医疗机构，标注出中医重点学科、专病专

技特色门诊、中药院内制剂等特色服务信息，积极参加“山东省

中医药特色服务电子地图”建设，实现快捷搜索、精准查找和地

图导航，使群众获取优质中医药服务更加方便快捷；要及时更新

辖区内中医类医院在全国医疗机构电子注册系统的有关信息，与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便民就医导航”服务平台信息同步。各级各

类中医医疗机构在医院官方网站开设“便民邮箱”，为群众在就医

流程、医保政策、中药煎煮等方面答疑解惑。探索开展“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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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健康服务”。（中医药管理科、中医药发展科负责；7 月底前

完成阶段性工作，年底前取得明显成效） 

5、开展“一站式服务”。三级中医类医院以“让患者少跑腿，

让信息多跑路”为目标，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把印章、票据、医保

政策咨询等功能窗口前移整合到“一站式服务台"，让群众“少排

队”“少等待”。鼓励二级中医类医院积极同步开展。(中医药管理

科负责；7 月底前完成) 

6、设立“党员先锋岗”、“共青团员示范岗”和“志愿者服务

岗”。二级以上中医类医院在门诊大厅、出入院办理大厅等患者集

中区域提供院内导航、问题答疑、满意度调查、医患沟通等服务，

提升患者就医体验。（中医药管理科负责；7 月底前完成） 

    7、完善预约诊疗服务。三级中医类医院开通微信公众号、手

机 APP、网站、电话、自助机、诊间、现场等 3种以上预约方式，

并逐步增加网上预约号源比例，推行分时段预约诊疗和集中预约

检查，预约时段精确到 20分钟以内，大型设备检查集中预约时段

精确到 30 分钟以内。二级中医医院预约时段精确到 1 小时。（中

医药管理科负责；7 月底前完成） 

8、推广“全民艾健康”服务模式。各区（市）卫生健康局（中

医药管理）要学习借鉴潍坊市峡山区“热敏灸小镇”和“全民艾

健康”的服务模式，充分发挥艾灸防治疾病的特色优势作用，探

索建立“政府主导、部门推动、基层组织、专家授课、科普宣传、

分级推广”工作机制，促进镇（街道）、村(社区)建立艾灸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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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馆），让艾灸逐渐成为群众防病治病的常用方法。（中医药

管理科负责；年底前取得明显成效） 

二、“放心用中药”行动 

1、各区（市）卫生健康局（中医药管理）要开展中医医疗机

构中药饮片采购专项自查。各级各类中医医疗机构严把中药采购、

验收、存储、调配质量关，确保饮片质量合格有效。（中医药管理

科、中医药发展科负责；10月底前完成） 

2、持续强化中药药事管理。加强市级中药药事管理质控中心

建设，全面开展中药饮片、中药制剂、中药处方、中药膏方、中药

煎药等质量控制工作。加强中医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的配备使用，

突出中药饮片在中医临床使用中的主体地位。将中药质量管理情

况纳入基层医疗机构评审核心指标。建立健全中医医疗机构处方

专项点评制度。加强临床中医医师用药培训，重点强化“西学中”

人员的辨证能力和用药处方水平，确保用药安全。加强药品用量

统计功能管理，促进中药安全合理使用。（中医药管理科负责；

12月底前取得明显成效） 

3、加强煎药室质量全过程监管。各级各类中医医疗机构要建

立煎药室工作制度和煎药设备标准化操作程序，严格煎药质量控

制和监测。政府办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开展“代煎中药配送到家”

服务，严格做好质量控制，制定配送管理流程，严把“饮片质量、

煎药管理、配送服务、患者随访和监测督导”等重要环节，做好

所送汤药的煎煮、包装、储存、交接以及信息登记工作，采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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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配送形式，满足患者需求。各区（市）各单位要组织专家定期

对服务单位的中药煎药服务质量进行抽查。（中医药管理科负责；

12月底前取得明显成效） 

4、强化内控管理，防范药品采购风险。各级中医医疗机构要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内部授权审批控制、预算控制、政

府采购控制、信息公开控制等，确保中药采购依法进行，规范使

用。（中医药管理科负责；12月底前取得明显成效） 

5、加强中药材种植培训。配合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开展中药材

种植培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中药材规范化种植

（养殖）、产地初加工等存在的问题，对相关人员进行中药生产

技术培训，进一步加强技术指导，规范生产管理。（中医药发展

科负责；12月底前完成） 

6、大力发展特色中药材。按照制定的《山东省道地药材目录》，

支持道地药材优势品种和优势特色产区做大做强，调研掌握各区

（市）中药种植、加工、流通等环节相关实际情况，重点培育大

枣、金银花、山楂等特色药材基地建设和发展。（中医药发展科

负责；12月底前取得明显成效） 

三、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工作取得实效。各区（市）卫生健康

局要高度重视，以让老百姓“方便看中医”“放心用中药”为目标，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各项措施的具体实施方案，明确责任人，

倒排时间表，确保按时保质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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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真落实要求，切实提升获得感。各级各类中医医院一把

手要亲自负责，对群众反映强烈问题进行全面排查，不断提高质

量、优化服务，提高患者获得感和满意度。 

3.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各区（市）卫生健

康局、各级中医医院要将宣传工作与方便群众看中医、改善中医

医院服务同步推进，制定具体实施方案时要同步制定宣传方案，

不断发掘、树立和推广先进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