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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是 1920 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所提出，

其定义为通过对某区域内的居民进行组织动员、宣教、

预防性检查等措施达到延长居民寿命、改善省体健康、

增强身体素质的目的 [1]。公共卫生理念在我国建国初期

就成为核心民生国策之一，其具体措施可包含全民推广

喝开水、禁止随地大小便等等，该类措施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了我国初期人口的患病人数，快速增加了人民的平

均寿命。随着国家医疗资源逐渐丰富，人民的自身保健

意识增强，公共卫生服务逐渐淡乡镇地区，主要集中于

较大的城市 [2]。而近年，国家主导推进乡镇地区的医疗

服务，发现当下的乡镇卫生院等基本的乡镇医疗场所的

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其存在一系

列问题，无法提供安全、便捷、有效的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为改善该现状，相关研究人员对我国的乡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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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予以调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改进措施，但是受制

于各地区的医疗资源丰富程度、政府的支持力度、财政

情况、人员情况以及环境等差异较大，无法进行照搬应

用 [3]。因此有必要基于实际情况了解乡镇的卫生院公共

卫生的服务情况，综合性的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1.我地区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基本现状

我地区属于医疗资源相对充足区域，但是仅限于城

市，但同时乡镇卫生院场所有充分保留，其组成了本地

区的疾病、疫病预防控制体系，虽然存在响应速度较慢，

作用低效等问题，但是仍然可以良好的应对传染性疾病。

本地区在 1995 年霍乱、03 年非典、06 年禽流感、09 年

H1N1 流感、当下的新冠疫情应对均有出色的表现 [4]。但

是同时需要正式在应当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外，本地区

的乡镇卫生院其他公共卫生服务质量低下，服务项目较

少的问题。基于此本人走访调查结合相关文献对我地区

乡镇卫生院公共服务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概述：

1.1 人力资源不足

虽然乡镇卫生院有一定的财政支持，但是其整体需

要自负盈亏，又因为我地区的乡镇卫生院单个内下辖范

围广，居民数量少，为保证自身存活，当下的乡镇卫生

院工作人员保留较少。据本地区统计数据显示，乡镇医

院的综合医疗资源 - 人力资源仅为本地区城市的 27.5%。

而且其的全科医生仅占异医务人员的 16%，该情况严重

影响了乡镇卫生院索要开展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九大

服务内容。

1.2 数据化程度不足

目前国家大力推动医疗行业信息化、大数据化，以

便于医院对患者的情况进行动态跟踪，进行相关研究，

大多数的城市综合医院均完成了该项目。但是本地区的

乡镇卫生院几乎仍然停留于非数据化时代，往往只能依

靠文档类表格归纳本地患者的慢性病、疫苗、基础疾病、

精神疾病情况，而且因为缺乏随访，相关资料一般也仅

保存为患者入院诊治时 [5]。

1.3 基层医务人员能力不足

乡镇卫生院属于基层医疗服务单位，但同时其也肩

负着卫生院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九大内容，因为人手

不足的问题，我地区的乡镇医院在进行公共卫生服务的

时候一般是进行被动服务，即患者需要服务时主动上门

或者致电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服务，另外就是在上级医院

支持下进行服务。大多数的服务内容维持较长时间，难

以跟上时代发展，再加上许多基层医院的全科医生和医

务工作者集预防、医疗多项职能于一身，但是基层医务

人员并未具有较多的公共卫生知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

导致基层公共卫生力量薄弱。因此我地区的乡镇卫生院

大多数工作人员存在能力不足，无法满足公共卫生服务

需求的情况。

1.4 服务能力不足

乡镇卫生院虽然属于卫生服务场所，但是医疗行业

改革导致其需要程度运营压力，在改革长久以来，该类

机构的任务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大部分精力投入到

基本医疗服务上，基本卫生服务做起来就显得力不从心
[6]。存在“重效益、轻公益”和“重医疗、轻服务”的

观念，部分卫生行政部门和基层医疗机构的机制不适应

当前工作需要，医疗职能转变不明晰。此外乡镇卫生院

因为收入不足，难以留存人才，工作人员大多年龄较高，

缺乏相关设备，导致其目前逐渐无法胜任公共卫生服务

的职能。

1.5 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乡镇地区远离城市，但是其定居人口又不少，乡镇

卫生院在肩负基本医疗的同时又需要兼顾公共卫生，而

其的盈利能力又不佳，因此需要社会以及政府予以一定

的支持。再加上公共卫生服务是一项全社会参与的过程，

更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和支持，尤其是进行医疗资源与财

政支持。公共卫生事业是一项全新的惠民工程，没有现

成的经验可循，目前，我国政府关于公共卫生事业的政

策还不够完善、财政支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2.改进措施建议

2.1 增加乡镇医院的财政支持

医疗行业属于一个高投入性行业，乡镇卫生院现在

缺乏新式疾病的诊断手段，难以完成初期排查，也无法

进行数据跟踪，为提升其的整体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本

人结合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文献认为首先就是需要政府提

升对乡镇医院的财政支持，财政支持可以为乡镇医院建

设一体化数据系统提供经费，增加工作人员的收入，增

加相应的诊断仪器，这样乡镇卫生院就可以对大多数疾

病进行筛查 [7]。同时一体化数据系统可以连通各个乡镇

卫生院，对本地区的全部慢性病、传染病等需要长期监

控疾病的信息进行串联，定期予以随访，确认信息，有

助于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质量。而且一体化数据系统建立

后，在应对公共卫生安全时可以快速进行相应，集中乡

镇卫生院的医疗资源进行针对性突破，例如聚集性食物

中毒、聚集性传染病等，可相应的降低医疗资源压力，

增加医疗资源的运转效率，提升乡镇卫生院的公共卫生

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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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增加医疗人力资源支持

公共卫生服务一般需要大量的全科医生，但大多数

全科医生更愿意在城市药店、诊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进行工作。究其原因是因为收入、工作环境、生活环境

等，而公共卫生服务质量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人员。因此

政府应当通过相应的手段，例如提高乡镇医院全科医生

待遇，补贴，调整本地区医学生就业，综合性医院优待

乡镇卫生院医生，轮岗制度等等措施，以提升乡镇卫生

院的医疗人力资源。以此满足乡镇卫生院基本的公共卫

生服务人力资源需求。

2.3 完善绩效考核标准

要保证公共卫生服务顺利实施，制定完善合理的绩

效考核标准是关键。对基层医疗机构制定工作职责、任

务和目标，根据基层医疗机构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的数量

多少、质量水平以及社会满意程度等，规定考核细则。

实行公共卫生服务手册，进行电话跟踪督查、制定完善

考核评估制度，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行月报制度，使基

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够系统科学规范地实施。将财政补助

发放与工作完成情况紧密挂钩，可将年初下达 70% 的补

助资金，保障工作开展，另 30% 资金，年终依据各地工

作总量、服务内容、工作质量和考核结果等，严格浮动

发放，推动工作高质量开展。真正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工作做到实处，让广大居民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切实享有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

3.小结

我国属于人口大国、疆域辽阔，人口资源、医疗资

源分布极不均衡，早些年大多数中西部医疗资源有限，

无法兼顾乡镇医疗场所，对于公共卫生服务力不从心。

而随着近些年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医疗水平的增加，

医疗资源的紧张程度有了较大的缓解，但是又存在过度

集中于城市医院的情况，导致乡镇卫生院的公共服务仍

然处于停滞，甚至倒退情况。如何进行有效的分配，合

理调节医疗资源对于改善乡镇卫生院的公共卫生服务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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