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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农村社会面貌的持续革新，基于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背景下，提出对农村卫生服务资源进行优化、整合，切实满足农村地区居民对卫

生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提高我国卫生管理水平。本文结合农村卫生服务资源的实际分布情况，探究以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为指导，整合农村卫生服务资源的有效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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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China's rural society，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integrated management policy，it is proposed to optimize 

and integrate rural health service resources，effectively meet the needs of rural residents for health services，and further improve China's health management 

level. Based on the actu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health service resources，this paper explores effective strategies to integrate rural health service resour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rural integrated management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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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于新形势背景下，以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为指导，需要重点关注

农村卫生资源的整合问题，解决以往存在的多种问题，借助有效的农村

卫生服务资源，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医疗便利。基于此，对于农

村卫生服务资源的整合问题需要进行持续性地探究，精准把握资源整合

方向，解析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内涵，开辟新的医疗服务格局。 

一、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和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概念论述 

（一）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概念 

在我国农村社会呈现高速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受到国家多项政策的

扶持，农村居民也纷纷向城市看齐，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同时，农

村地区出现了人口数量流失的问题。基于此背景下，农村经济结构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化有效改善了农村地区居民的生活。但结合

现实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中仍旧存在部分问题有待解决， 为关

键的便是农业经济和医疗经济的转型、升级问题。为了解决农村地区在

新形势背景下出现的新问题，国家方面推出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此政

策主要以整合乡村资源、服务为核心，充分利用农村经济资源，以此为

基点，加速农村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进程。 

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具体包含以下方面内容：资源整合与环境整

治，产业整合与转型，农村基础设施整合，社会服务整合，以及组织领

导机制。本文主要研究的农村卫生服务资源，属于社会服务整合的范畴。

社会服务整合，主要针对农村教育、医疗、文化、社区服务等方面进行

优化与整合，以此为基础，有效提高农村地区居民的福利水平。由此也

可充分体现乡村一体化政策的重要性，进一步彰显出整合农村卫生服务

资源的价值。 

（二）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概念 

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中，具体包含以下方面内容：一是建设社会化

农村卫生服务网络。二是充分发挥农村卫生网络的整体职能。三是推进

乡镇卫生院的改革进程。四是提升农村地区卫生部门从业人员的综合素

质。本文研究的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则作为构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基

础与核心，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价值，也是保障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构建

成果的关键内容，需要在此方面加强关注。 

二、农村卫生服务资源配置现存问题 

（一）医疗水平存在差异性 

在对农村卫生服务资源配置情况进行观察、分析时，可以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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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农村地区医疗水平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有着农村医疗机构分布不

均的问题。基于我国地域辽阔、分散，且农村区域较为宽广，人口较多，

因此，致使农村医疗机构服务资源极易呈现分散数量多、水平低的问题。

尽管在农村地区有着极多的医疗机构，确保每一个村社和组都配置相应

的卫生室，但是从整体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可明显发现，大部分医疗机

构都有着资源短缺、规模小、投入较低的问题，因此，致使医疗水平出

现参差不齐的情况。 

（二）资源投入普遍不足 

对于农村卫生服务资源的投入不充足，是大部分农村地区普遍存在

的问题。在我国，对于医疗卫生费用的投入，主要有着城市多、农村少

的基本特点。且在农村地区，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投入差异也非常明显。

具体排序按照城市医院、县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机构，

排名越靠后，所投入的卫生服务资源便越少。因此，将为农村卫生服务

工作带来一定的影响。 

（三）从业人员素质水平有待提升 

在展开一系列工作活动时，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技术掌握情

况，均将影响 终的工作成效。基于农村地区环境、交通、待遇等多方

面因素的限制，致使农村地区在卫生服务方面，出现技术性人才短缺的

问题。据相关研究发现，在农村地区医疗机构当中，卫生人才紧缺，主

要从事医疗服务活动的人员多是一些低技术、低学历、低职称甚至是自

学的人员。因此，在从事医疗服务工作时，难以保障其技术水平可以满

足农村地区居民的就医需求。 

（四）医疗设施存在紧缺问题 

在我国医疗资源呈现“倒三角形态”分布状态的同时，相比于农村

地区医疗机构来讲，城市地区医疗机构所占有的卫生服务资源、各类大

型先进的医疗设施，均投入至城市医疗机构当中。同时，在农村地区，

医疗机构数量多、规模小、分散度较高，因此，所占有的医疗资源非常

有限。设备陈旧、缺乏，关键医疗设备匮乏。例如，在部分农村地区中，

医护人员在诊疗时，仅使用体温计、血压计，对居民进行检查。基于此

背景下，将导致农村卫生机构服务水平持续下滑，缺乏足够的服务能力。

因此，也便难以满足农村地区居民的就医需求。 

三、基于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农村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的重要性 

（一）利于解决卫生资源割裂问题 

基于因地制宜、优化资源的基本原则，为了方便乡村居民的就医问

题，针对农村卫生机构完成统一的设置和布局，整合农村地区现有卫生

资源，加大对农村地区卫生服务资源的监督力度。进而解决以往农村地

区卫生资源割裂的问题，构建起可覆盖农村地区、拥有合理布局的卫生

服务体系。 

（二）利于促进农村医疗机构的发展 

基于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背景下，各地区政府在整合农村卫生服

务资源的同时，针对性地投入卫生服务资源，紧抓卫生服务队伍建设工

作，紧抓医疗水平提升问题，整改医疗队伍服务态度，进而达到完善农

村地区卫生服务管理制度的效果。处于宏观调控背景下，使农村地区卫

生服务市场可沿着正确方向得以发展，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良好的健康

服务。同时，也能进一步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性增长。 

（三）利于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 

加速乡村一体化管理进程，充分整合农村地区卫生服务资源，注入

新内容、新理念、新血液，保障农村地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活力，有效解

决农村地区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同时，重点关注农村地区人口分布、地

理环境、患者流向以及就医需求等相关情况。适当增加农村医疗服务资

源的投入，使农村卫生服务资源得到进一步的整合与优化，更好地响应

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基本指导精神。 

（四）利于促进农村卫生服务工作的顺利实施 

基于当前时期，我国各级政府对农村医疗事业的关注程度持续提升，

致使农村卫生服务资源出现短缺问题。通过有效整合农村卫生服务资源，

以继续教育、投入经费、配置资源、双向转诊等多种方式，加速卫生服

务资源的整合进程。利于促进农村卫生服务工作的顺利实施，同时，也

可有效提升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水平。 

四、基于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农村卫生服务资源整合策略 

（一）加速农村卫生体制改革进程 

经调查研究，农村地区卫生服务资源仅占据全国总卫生服务资源的

30%，因此，导致农村地区居民面临着就医困难的问题。在以往投入卫生

服务资源时，也多是倾向于城市地区的医疗机构，对于农村地区的投入

较少。基于此，应当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方面需要严格整改医

药卫生制度，坚持加速农村卫生体制的改革进程。在体制、机制以及理

念等多个方面，进行持续性地创新，坚持推进乡村一体化管理进程，合

理整合并优化农村卫生服务资源。通过保证政策得以落实，为农村基层

医疗机构提供充足的政策支撑。充实农村医疗资源，有效满足农村地区

居民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彰显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实际职能。 

（二）坚持完善乡村医疗服务体系 

在我国卫生体系中，农村卫生服务问题作为重中之重，需要得到更

多的关注和重视。同时，对于我国卫生工作来讲，农村地区的卫生服务

工作一直都是重点和难点。做好卫生服务工作，合理整合卫生服务资源，

将直接关系到农村生产力、农村社会、农村经济等多个方面的发展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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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也直接影响了我国整体素质水平的提升问题。基于此，需针对农村

地区卫生服务体系进行精细化设计，坚持完善乡村医疗服务体系。在此

方面，主要包含农村卫生服务机构以及农村队伍、技术设施等多个方面

的建设工作。强调通过坚持落实农村卫生组织的建设问题，加速农村卫

生一体化管理进程。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乡村管理一体化并非对原有农

村地区卫生组织进行撤销处理，而是应当坚持按照能级原则，重新规划

农村地区卫生组织的规模及服务范围。结合农村地区的实际就医需求，

投入相应的卫生服务资源。通过构建起一体化管理模式，重点关注农村

地区两级卫生服务问题。建设结构与功能、规模与级别、资源与利用可

呈现高度相对性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有效解决以往农村地区存在的医

疗服务资源短缺问题。 

（三）秉承因地制宜原则整合资源 

考虑到我国各地区农村实际情况存在差异性，各农村地区的经济水

平也呈现着一定的区别，发展极不均衡。基于此，处于乡村一体化管理

模式背景下，在对农村地区卫生服务资源进行整合的过程中，应当坚持

秉承因地制宜原则实施相应工作。在此方面，需要对农村地区实际情况

进行充足的前期调研，以确保在整合卫生服务资源时，可以彰显整合工

作的时效性与针对性。在优化资源配置、调整资源结构的过程中，需要

坚持融汇新的内容理念，有效提高农村地区卫生服务工作的效率。总的

来讲，应当深入贯彻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基本理念，积极探寻城乡医

疗卫生服务一体化模式的构建路径。处于设备管理、人才培养等多个方

面，完成资源的有效整合，改变以往卫生服务资源集中城市医院的实质

性问题，使农村地区医疗机构也能拥有充足的卫生服务资源，切实解决

农村地区医疗机构所存在的实际困难。同时，应当细化分析农村地区人

口分布、地理环境等相关问题，做好有效的医疗卫生服务资源整合及配

置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地区居民的就医问题。在此方面，地方政府

以及卫生服务机构均应合理利用好国家现行政策，争取获得政策上的支

持与辅助，坚持开辟整合卫生服务资源的新路径，向一些资源充足的农

村地区借鉴经验，获取先进的整合信息及手段。以此为基础，使资源整

合工作的开展和实施更具合理性、科学性及有效性，把握整体方向，使

农村卫生服务机构彰显其实际职能，助力农村地区居民拥有更好的卫生

服务条件，也将为乡村一体化管理政策的有序实施及落实奠定坚实根基。 

（四）有效投入人才资源 

在实施各项工作时，人才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通过保证农村

地区卫生服务机构拥有充足的人才资源，将为顺利实施卫生服务工作做

好铺垫。在此方面，需要多个社会机构共同发力，以群策群力的形式，

进一步加速农村卫生服务资源的整合进程。首先，乡镇政府应当积极解

读相关医疗政策，并且号召更多大中专医学毕业生能够下到基层，前往

农村地区卫生院就职，以挂职锻炼或创业办医的方式，从根源上有效解

决农村地区人才资源短缺、卫生服务资源短缺的实质性问题。其次，构

建起完善的县级、乡级、村级三级医疗结构网，从县级、市级医院中选

派一些专业骨干，前往农村地区医疗服务机构进行定期挂职工作以及短

期培训活动。将更多有效的专业知识及医疗技术渗透至农村地区医疗机

构当中，保证在技术、资源和人才资源方面，能够做出有效的补充作用。

同时，以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构建起完善的转诊制度和网上诊疗制度，

促使城市医疗机构和农村地区医疗机构可以实现资源共享，补全农村地

区卫生服务资源缺口。 后，强化对农村地区卫生机构的培训工作，具

体需包含保健医生、临床医生、注册护士、公共卫生人员的培训项目。

在执行培训工作时，依照全科医师规范化模式落实培养政策，使农村地

区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能够在从业过程中提供更加全面的科目服务，进一

步满足农村地区居民对于卫生健康的基本需求，使农村卫生服务资源发

挥其实际价值，助力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村卫生服务资源的整合是否能够保持合理状态，将直

接关乎于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基于此，在开展此民生工程时，应当科

学地整合和配置农村卫生服务资源，全社会都需要对此问题予以高度重

视。只有保证国家、政府以及医疗机构均可共同参与，才能在优化、整

合服务资源的基础上，构建起拥有优质服务、合理布局的新医疗体系，

真正服务于农村居民、解决农村居民的就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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