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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生活，不少人看到过
单元楼楼栋门口张贴的社区网格
员、网格长信息，生活上有什么不
方便了，可以打电话联系他们。
可您知道吗？医院里也有网格
员、网格长。他们的主要职责是
什么？对医院管理或者患者就医
起着什么作用呢？

1 月 17 日，记者来到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实地探访。

既是观察员、巡查员，也
是联络员、劝导员

当天一大早，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河医院区门诊接诊处护
士长、门诊一楼网格员李佩就开
始了例行巡查：在一楼大厅公共
区域，检查有无安全隐患，检查每
台挂号机是否能正常使用，地面
是否干净整洁；到西药房、小儿内
科门诊、收费处、医保办公室、全
科门诊等一一查看，及时发现、排
除安全隐患，并询问工作人员是
否需要帮助……

这样的巡查，每天早上上班
前或下午上班前，李佩都要进行

一次，每日巡查的重点也有所不
同。

李佩告诉记者，作为网格员，
自己主要负责 6 个方面的工作：
检查有无日常安全隐患，检查消
防器材等公共设施是否完好无
损，检查公共区域是否整洁、环境
良好，检查各类标识是否完好、规
范，了解和收集网格内职工和患
者诉求，及时发现、解决、上报问
题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设置
有 631 名网格员，他们分布在病
区、公共区域、服务场所，发挥着
观察员、巡查员、联络员、劝导员
等作用。

不久前，有一名网格员巡查
时发现，河医院区门诊楼个别专
科实验室抽血流程不够完善。患
者抽血项目为常规抽血和专科实
验室抽血项目时，可在门诊 5 楼
抽血处统一抽血。而当患者抽血
项目只有 18 楼专科实验室的项
目时，患者需要先至门诊18楼实
验室抽血，随后送至 5 楼抽血
处。这样容易造成患者来回奔

波，延长就医时间。
针对网格员发现的这一问

题，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立即
召 开 专 科 实 验 室 优 化 工 作 会
议，针对实验室的物品摆放、仪
器设备、人员结构、标本分配、
抽血位置等不断优化改进，并
将门诊 7 楼利用率较低的收费
处改造为专科实验室抽血处，
在化验单中附上抽血地址，患
者缴费后不需要跑至 18 楼实验
室，可在 7 楼直接抽血，化验标
本由陪检人员集中送检，避免了
患者来回奔波。

全院“一张网”管理

除了网格员，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还设置有网格长，由门
诊部中层干部兼任，主要职责包
括：传达医院相关文件精神；明确
网格员各项职责分工；联络各网
格员，及时掌握动态信息；指导、
监督、检查网格员的管理工作；帮
助网格员解决在工作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并整理上报等。

“网格长及网格员按照规定
例行巡查，对发现的各种问题及
时解决或上报。通过网格化管
理，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
作效率，优化了就诊环境，并有效
缓和了医患矛盾、规避了潜在风
险。”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办
副主任李莹说。网格化管理是推
进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手段，可以
发现很多琐碎、细小的问题。

因此，按照“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工作要求，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于2022年3月开始探索
推行网格化管理，并于 2022 年出
台了网格化管理规定，将全院所
有病区、公共区域、服务场所划分
为 48 个单元、519 个网格，8 名院
领导兼任院区网格总负责、74 名
中层干部兼任网格长，再加上
631 名网格员，全院管理“一张
网”，形成各司其职、相互联动的
工作机制，实现层层监管、时时监
控。

解决 1300 多项“小事
儿”

记者了解到，在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全院“一张网”管理体
系中，网格员是网格化管理的第
一责任人，要每天实时巡查所辖
网格的日常安全、公共设施及卫
生等，负责协调解决随时发现的
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上报
网格长，再由网格长汇报至网格
总负责。

2024 年年底，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一名网格员在巡查中，
接到患者及其家属的求助。该患
者在 2020 年 2 月 25 日在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慢性病门诊开具
肠镜检查，因年龄大、体质弱，不
符合麻醉要求，4 年后至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申请退费，但患
者的纸质发票丢失，再加上医保
系统及慢性病医保系统限制，无
法进行退费。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该网格

员立即把情况汇报给网格长。网
格长立即协调各部门网格员成立
协调小组，进行多部门网格员联
合办公。门诊网格员协调为患者
补开丢失纸质发票证明，联系医
保办网格员根据医保政策、慢性
病直补方式等支撑材料，反复进
行医保核算，向患者讲解医保与
自费比例扣除情况，财务处网格
员将费用清算后，保留发票丢失
证明，最终为患者退费，患者家属
非常满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
质量管理科科长、心外医学部的
网格员乔亚敏，在日常巡查中，接
到医生、患者反馈，手术室、重症
监护病房等楼层停靠的电梯少，
等候时间长，遂和后勤保障部门
沟通，优化电梯停靠楼层，方便了
医生、患者……

李莹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每月都会召开网格化管理工
作推进会，针对网格化管理中涉
及部门协调解决的问题，做到明
确专人对接、明确专人负责、明确
解决时间；该院院办加强了问题
统计、部门协调、督导落实工作，
确保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自推行网格化管理以来，仅
2024 年一年，该院网格员、网格
长共上报1463个问题（事项），解
决率达93%。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的网格化管理不仅多次受到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的肯定，还吸
引了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等业内同行参观学习。

本报讯 （记者张 琦）1 月
16 日，2025 年全国职业健康工
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李红乐代表河
南作经验交流发言。

李红乐在“赋能技术服务
强化规范管理 引领职业健康
技术支撑及服务机构高质量发
展”的主题分享中说，河南省高
度重视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
建设。近年来，在国家卫生健
康委的有力指导下，河南省多
维精准发力，依法规范管理，打
基础、建体系，抓重点、提能力，
以实际成效引领职业健康技术
支撑及服务机构高质量发展。
目前，河南省18个地级市设置独
立职业病防治院所10家，8个市
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置职业
病防治业务科室；157个县（区）
中，149个县（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设置职业病防治业务科
室。现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
构63家、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
44 家；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308
家，县（区）全覆盖；职业病诊断
机构34家，地市全覆盖。

在夯实制度基础方面，河
南省健全地方法规体系，在全
国率先颁布实施《河南省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为
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科学、
有序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坚实的法律依据，完善管理制
度体系，出台修订《河南省职业
病诊断医师管理办法》《河南省
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认
可办事指南》《河南省放射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等规
范性文件，明确机构准入门槛、
职责范围、运行机制以及监督
考核等关键要求。

在完善要素保障方面，河
南省引导多元发展模式，坚持
省级统筹规划引领，鼓励支持
各地市“十四五”期间加强支撑
机构建设，全省职业病防治机
构呈现独立职业病防治院所、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加挂职业病防治院所牌子、综合医院加
挂职业病防治院所牌子3种发展模式，积极探索发展新路
径；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在用好中央投入资金的基础上，河
南省争取财政资金支持，用于独立职业病防治院所购置仪
器设备，其中公立机构承担2024年全部职业病防治监测任
务，帮扶中小微企业3290家；推进监测能力确认，印发河南
省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监测技术支撑机构能力认定考核细
则，河南省承担职业病防治工作的市级、县级两级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防治院所175家，其中169家通过职业
卫生监测能力确认，10家通过放射卫生监测能力确认。

在织密质控网络，推进精细化管理方面，河南省推进
技术服务质控体系高效运行，设立省级、市级职业健康质
控中心，质量监测监督联动，“双随机”检查信息共享，对
外省在豫机构质控考核率达100%。省、市、县三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加强机构日常管理和质控考核，发现问题清
单式管理、销号式落实，闭环管理贯穿整改全过程。河南
省实现技术服务信息上报数量快速增长。2024年全省职
业卫生、放射卫生两类机构服务用人单位 20319 家，同比
增加38%；完成检测项目10177个，评价项目4249个，个人
剂 量 检 测 项 目 7018 个 ，同 比 分 别 增 加 18% 、2.3% 和
99.7%。河南省还推动技术服务质量逐步提升，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质量监测合格率稳步提升至90.6%，综合判定高
风险机构占比下降至15.6%；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质量监测
合格率达100%，综合判定高风险机构占比由2023年23.8%
下降至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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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刘主任，孩子
终于能走路了！”1 月 14
日，6岁患儿恒恒（化名）
及其家属将一面锦旗送
至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职业病医院）康
复技术科主任刘高杰及
康复团队手中，衷心感谢
该科医务人员的精心治
疗和护理。

家住驻马店的恒恒
因脑瘫无法正常走路，家
长慕名带孩子到河南省
第三人民医院康复技术
科就诊。刘高杰接诊后
发现，患儿胫前肌无力、
跟 腱 挛 缩 导 致 步 态 异
常。康复技术科医疗团
队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
确定了精准的个性化康
复治疗和训练方法，主要
包括患侧长轴牵引、患侧
踝泵训练、患侧单腿斜板
站位训练、动态平衡训
练、患侧单腿立定跳远训
练等。同时，按照计划实
施康复治疗，包括低频电
疗 法 、物 理 治 疗 、针 灸
等。在治疗过程中，康复

技术科医疗团队定期评估治疗效果，并根
据评估结果调整康复计划，以确保治疗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孩子的肌肉力
量、肌肉耐力及行走步态有了明显改善，
日常生活能力也得到很大的提高。目前，
恒恒已顺利回归学校。

“感谢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康复技
术科医疗团队，尤其对刘高杰主任和李
亚斌康复治疗师、贺新路康复治疗师表
示衷心感谢……”患者家属在感谢信中
说。

“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倡导整体与辨
证个性化治疗相结合、传统与现代医学手
段相结合、多学科参与，尽最大可能让患
者受益。”刘高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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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岁的杨先生和69岁的
刘女士是来自上海的夫妻，因
被三门峡的天鹅和温泉所吸
引，自2021年起，他们每年都
会来此旅游。

然而，意外的疾病虽然打
乱了他们原本轻松愉悦的旅
行节奏，却也让他们在这里收
获了一份温暖和感动。

1 月 2 日，杨先生因身体
不适入住黄河三门峡医院南
院区心内二病区。此后，刘女
士每日到医院为丈夫送饭。1
月8日，刘女士在下公交车时
不慎跌倒，膝盖受伤。1 月 9

日，杨先生刚做完心脏造影手
术，为了不耽误老伴儿检查膝
盖，等不到科室轮椅的他便前
往门诊去租共享轮椅。

当时，放疗科主任李宗民
恰巧路过，推着妻子的杨先生
便向他求助。看着杨先生抬
高的右手和手腕上的止血带，
李宗民立即说：“你不能动。
来，我帮你推轮椅。”李宗民不
仅帮忙将刘女士从病房推到
急诊科找医生问诊、开具检查
单，还协助他们缴费、拍片，全
程忙前忙后，最后，又贴心地
将刘女士送回病房。夫妇二

人感动不已。
1月13日，杨先生将亲手

写的感谢信送到了黄河三门
峡医院，字里行间满是对李宗
民的感激：“他担心我的手臂
受到二次伤害，这一系列操作
过程都没让我插手。我这个
陌生人无法用任何语言表达
感谢，向贵
院领导和以
李宗民为代
表的医务工
作者鞠躬。
谢谢！我愿
把这美好、

感人、难忘的事带回上海广为
传颂。”

在黄河三门峡医院，像李
宗民这样的医务人员还有很
多，他们用高尚的医德、精湛
的医术，为患者带来了健康和
希望，让这座城市充满了爱与
温暖。

“来，我帮你推轮椅”
本报记者 朱晓娟 通讯员 白艳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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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也可以接种 HPV（人乳头瘤病毒）疫苗
啦！”1月20日，在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成
人接种室，24岁的郑州市民贾先生正在接种HPV疫
苗。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主任芮春军介
绍，此次获批上市的四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适用于9
岁~26岁男性接种。接种HPV疫苗不仅可以预防宫
颈癌，还可以预防HPV感染引起的肛门癌和生殖器
疣。 许冬冬/摄

深耕“小网格”做实“大管理”
本报记者 常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