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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卫健发〔2023〕97 号

关于成立长宁区区域中医医疗联合体的通知

为深入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推进本市中医医疗联合体建设

和发展工作的通知》（沪卫中管〔2020〕016 号）、《关于进一

步加强区域中医医联体建设工作的通知》（沪卫中管〔2021〕1

号）的文件精神，进一步落实《长宁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长宁区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的工作要求，推动我区中医医疗联合体（以下简称“中医医联体”）

的建设和发展，经研究，决定成立长宁区区域中医医联体。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立足我区中医药事业发展实际，以

整合区域中医医疗资源、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理顺双向转诊

流程为重点，充分发挥区属中医医院在区域中医药服务中的引领

作用及在三级中医药服务网络中的枢纽作用，充分发挥社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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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网底作用，切实提升社区中医药服务能力，形成区域内

中医医疗资源协同、中医品牌特色突出、双向转诊顺畅的区域中

医药服务网络。

二、组织架构

为保证区域中医医联体工作顺利开展，成立区域中医医联体

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拟定医联体建设方向并统筹部署医联体相关

工作，具体成员如下：

组 长：马恰怡

成 员：颜蕾、肖峰、沈晔、沈红梅、杨道良、毕芳芳、白

雪林、钱宁、顾雯烨、曾慧玲、新泾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

三、建设任务

（一）中医医联体服务体系建设

1.构建区域内中医医联体服务网络

长宁区天山中医医院作为牵头单位，区内 10 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及区内签约民营中医医疗机构作为成员单位，共同构建长

宁区区域中医医联体，精准带动区域内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

康复等中医药服务的高质量发展。各单位相关职责如下：

（1）医联体牵头单位。天山中医医院负责落实各类医联体内

相关平台的建设和日常管理，定期评估和总结各类项目实施成

效。对接龙华医院，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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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联体成员单位。各成员单位充分参与医联体内医疗服

务、人才培训、科学研究、文化宣传等平台建设，促进医联体内

技术、人才、资源等要素的合理流动，形成集聚效应。

2.完善中医医联体内转诊流程

依托我区数智基座建设，联通上海健康信息网、健康云等平

台，推进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信息资源互联互通互认，搭

建医联体内机构转诊管理平台。同时落实医联体内医疗信息、门

诊号源的实时共享，切实保证区域内患者实现优质中医资源的就

近预约、分级诊疗、一网统办。

3.建设区域中药审方中心

针对区域内基层中药师相对不足的情况，建立长宁区区域中

药处方前置审核中心，挂靠天山中医医院，开展医联体内中药处

方统一审方工作，规范中药处方的开具。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市“溯

源”饮片相关工作要求，探索、统筹中药饮片的全流程、可追溯

管理，提升本区中药饮片质量，并积极推进医联体内中药制剂调

剂共享。通过前置审方、药质统管、名药推广等，全方位、全流

程推进中医药优质优效。

4.加强“互联网+中医”建设

发挥本区“互联网+”医疗基础优势，通过医联体内远程带

教培训、远程医疗、远程会诊、远程讲课等模式，全面加强中医

医联体内部的医疗质量、管理质量。同时依托区域卫生数智基座

和智慧医疗、预警监测、慢病管理、行业监管、管理决策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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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工作推进，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全面实现医

联体内健康档案、检查项目、专家资源、门诊号源的智慧共享。

（二）提升医联体中医药服务能力

1.加强社区中医药特色诊疗服务

强化区域整合、纵向带动，在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同

时，通过构建区域中医医联体，鼓励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在

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名中医工作室（站），同质化疾病诊疗，同时

持续推进“631 工程”，指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不少于 1 个

中医特色专病门诊，推进市级中医药示范社区卫生服务站建设，

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优质中医药服

务的基层可及性。通过培训、进修等方式规范中医单病种的诊疗

规范、中医技术的操作规范、中医病史的书写规范，力争在 2025

年，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提供不少于 8 类 20 项中医医疗技

术，中医诊疗人次数占总诊疗人次不低于 35%；中药饮片处方占

总处方比例达到 5%以上；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人次数占总诊疗

人次数不低于 10%，并打造一定数量的社区中医特色诊疗服务品

牌。

2.开展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建设

发挥区域中西医结合康复诊疗中心与区中医医联体牵头单

位的协同作用，秉承"一中心、多学科、全过程、分级协作"的核

心理念，以疾病全程康复为特色，推进多学科融合，集医教研为

一体，完善人才梯队建设，扎实推进临床和基础教学、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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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技成果产出，提升康复诊疗中心整体科创、教学和诊疗水平；

以信息化建设为基础，以病患为服务中心，坚持患者需求导

向，创新服务模式，逐步建立康复二级协作网络，规范转诊

流程，辐射带动全区康复学科的高质量发展。

3.构建治未病慢病服务网络

以上下转诊为基础，生命全周期中西医结合干预为目标，依

托区中医医联体牵头单位与长宁区中医治未病中心的深度合作，

在医防融合、重点疾病全程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治未病服务

网络，提升治未病服务能力，拓展治未病服务内涵。将中西医结

合慢病管理内容全面纳入治未病质控覆盖范围，探索中医优势病

种的中西医结合慢病管理方案，探索医联体成员单位开展中西医

结合慢病联合门诊，促进形成全生命周期的中西医结合干预模

式。

4.联动市区两级中医医联体

在区中医医联体建设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与市南部中医医

联体的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南部中医医联体牵头单位（龙华医院）

的技术支撑作用，通过学术传承、专科专病共建、临床带教、教

学查房、进修培训、技术推广、联合科研、项目协作等方式，带

动提升基层中医服务能力。通过市南部中医医联体与区中医医联

体大圈套小圈的融合发展，引入龙华医院名中医工作室，持续推

动一区一品牌重点基地建设，加快各重点基地成为优势专科、重

点专科，同时编制《中医医联体重大疾病分级诊疗方案》，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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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种为基础，强化“631 工程”，双引擎、多途径推动本区中医

药服务高质量发展。

（三）推动完善医联体内人才培养机制

1.建立区域中医药人才储备机制

依据《关于加强基层中医药培训能力建设的通知》（沪卫中

发〔2023〕2 号）文件要求，加快建设以天山中医医院为基础

的基层中医药实践推广培训基地，优化中医药培训资源，创新基

层中医药培训、管理、服务机制，探索规范化、标准化、多元化

的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通过短期技能培训、师带徒、工作

室培养、临床进修等不同方式对“非中人员”、中青年中医类别

医师开展分层级、分类别的定制化培训，充实区域基层中医药服

务的骨干人才队伍。

2.引导中医药人才的柔性流动

以专病专科为纽带，建立区中医医联体内医务人员双聘工作

方案。通过专病专科的规范化培训、考核，培养一批中医诊疗能

力过关的基层中医药骨干人才。通过中医医联体牵头单位与成员

单位签订双聘协议的方式，推动中医药人才的柔性流动、中医药

服务的同质化管理以及中医药资源的高效利用。各双聘人员所在

单位为双聘工作提供场所和待遇保障，诊室应悬挂专病（专科）

联合门诊标识牌，做好双聘人员介绍的宣传展示，提高居民知晓

度。

3.提升社区中医药人才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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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中医药优势技术，开展针对性的总结、评估和挖掘。建

立互联互通的多模式标准化中医药数据采集平台，合作开展中医

药研究，鼓励将双聘人员列入有关科研课题或项目成员，提升双

聘人员科研能力。区中医医联体牵头单位应发挥平台枢纽作用，

积极与市级中医医联体牵头单位开展科研合作，形成一、二、三

级科研联动，全面提升区域内中医药科研协同创新能力，促进科

研成果产出。

（四）加强医联体内中医药文化宣传

1.打造中医药科普讲师团

通过区中医医联体的统筹调配和组织，全面梳理医联体内各

单位中医药科普开展情况，组建区内中医药科普讲师团。通过牵

头单位拟定科普日程、统筹协调人员、成员单位共同配合的方式，

分阶梯、有深度地持续推进中医药主题科普，广泛推动中医药健

康知识普及，全面提高我区居民中医药科普知识知晓率。

2.促进中医药文化推广

通过医联体内协调机制，将长宁区中医药非遗项目的宣传推

广与中医药科普讲师团的巡回讲座相结合，由长宁区中医治未病

中心牵头建立长宁区中医药文化推广中心。在健康推广的同时，

深化宣传内容，形成“疾病-健康-中医药文化”的逐层文化渲染，

不断扩大科普受众人群，深化科普文化内涵，在建立中医药健康

科普高地的同时，形成中医药文化扎根的生存环境，全面提升居

民中医药文化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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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一）组织领导

各相关医疗机构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把中医医联体建设

作为完善我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分级诊疗制度、传承发展

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部门协调推进

机制，强化支持保障。

（二）经费保障

中医医联体建设期间，区卫健委提供必要的项目经费支持，

确保项目持续、顺利推进。区域中医医联体牵头单位应严格按照

相关制度落实经费使用，确保经费专款专用。

（三）督查评估

领导小组建立医联体效果评估机制和绩效考核方法，以强基

层为重点，夯实各相关单位建设责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各

医疗机构应通过定期评估等方式，及时掌握工作进展，及时总结

推广有益经验。

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9 月 12 日

上海市长宁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 年 9月 1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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