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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echnology,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the pursuit of a healthy life 
is also increasing.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public health system, township hospitals can perform their primary health service 
functions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people’s livelihoo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in 
China, township hospitals also have a very rare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
vic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medical service system, improve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of health center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primary medical level in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 
in township hospitals,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in township hospitals,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public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in township hospital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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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现状与发展　
佘立新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藏族乡中心卫生院，中国·甘肃 张掖 73400　

摘　要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也不断增加。作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镇卫生院要发挥其基层卫生服务职能，进而保障民生发展。在中国医疗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乡镇卫生院也得到了非常
难得的发展机遇，更应该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通过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完善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管理，促进中国基
层医疗水平的提升。论文从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定位、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现状分析以及乡镇卫生院公共
卫生服务管理发展策略三个方面进行相关论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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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乡镇卫生院是中国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的枢纽，对于保障

基层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乡镇卫

生院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包括疾病预防、疫情监测、疾病管理、

信息收集以及其他保健服务。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居民数量占了中国总人数的 40%，只有保障农民身心健

康，才能促进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乡镇卫生院应该

正确认知自己的职能定位，开展医疗体系一体化建设，提高

医疗服务的水平，保障基层农民的健康。

2 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定位

与城市的医院体系发展相比，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是

比较滞后的，这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很多，除去政府卫生资源

投入的不足，对更深层次的原因进行分析能了解到，乡镇卫

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的落后也是导致其难以发展的主要原

因。乡镇卫生院是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的枢纽，对于保障

基层农民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乡镇卫生院管理

人员更加应该加大监管的力度，不断完善公共卫生服务管理

体系，才能加快基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从乡镇卫生院的

公共卫生服务职能角度进行分析，其主要的职能包括以下几

点：农村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定期健康体检，各种卫生服

务记录，传染病以及精神病等健康管理。除此之外，乡镇卫

生院还应该负责对公共场所卫生的管理以及食品安全问题的

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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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管理现状

乡镇卫生院实施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工作时会涉及农村卫

生工作计划的安排、居民基本信息的采集以及公共卫生督导

等工作，这是农村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当前中国已经建立

了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能为基层农民提供全面有

效的医疗服务，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基层民众的普遍认

同，进一步改善了农村之前重医轻防的不正确医疗意识，提

高了医疗信息传递交流的效率。在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

管理的过程中，每个部分都是环环相扣的，形成了一个医疗

整体，提高了医疗服务的效率与水平。除此之外，由于农村

卫生信息资料的收集范围较广、内容复杂，增加了公共卫生

服务管理工作的难度。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乡镇卫生院专业

性人才的数量较少，难以满足实际工作的需求，无法对居民

的健康信息进行完整的调查，最终就会导致农村居民的健康

档案与信息出现错误，无法真实反应居民的健康状态，卫生

院也就很难发现公共卫生问题。同时，当前中国乡镇卫生服

务在管理方面缺乏有效的机制，已经建立的三级网络之间也

并没有相互制约的监督机制，导致公共卫生服务出现了滞后

以及形式化的问题，三级网络之间出现了严重的阻碍，降低

了医疗服务管理的效率与水平 [1]。

4 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发展策略

4.1 医疗服务一体化建设

4.1.1 管理体制一体化

首先，要想实现乡镇卫生院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建设，管

理人员应该坚持托管原则，即由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托管乡镇

卫生院，完善医疗考核标准与管理体制。其次，管理人员还

应该坚持委派原则，严格按照专业管理人员配备医疗骨干的

方案进行人员分派与管理，挑选各科室的业务骨干到乡镇卫

生院中担任院长，同时挑选具有较强协调能力与风险精神的

护理人员担任总护长配合工作。之后是蹲点原则，每次进行

人员委派时应该不少于 6 人，时间则至少维持 6 个月，这样

才能提高工作服务的效率。最后，坚持考核原则，相关管理

人员应该完善目标考核管理机制，明确派驻人员的权责，提

高工作的效率。

4.1.2 技术制度一体化

首先，管理人员在进行医疗技术提升的过程中应该建立

健全下乡轮岗制度，对于新进的医疗人员应该将其指派下乡

服务两年进行技术培训与锻炼，并将轮岗人员进行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其次，管理人员还应该不断加强乡镇卫生院的不

同核心制度管理工作。乡镇卫生院的管理人员应该重视卫生

院的制度建设与操作规范建设，创建一个有序健康的诊疗环

境，为基层农民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再次，乡镇医疗人

员还应该按照临床路径管理模式编制常见疾病诊疗手册，加

强手册的宣传与发放，指导农民合理使用抗生素、正确认识

常见疾病并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进而保障基层农民的健康。

最后，管理人员还应该关注乡镇卫生院的硬件治疗设备完善

情况，定期对卫生院的医疗器械进行检查，一旦发现质量问

题就应该及时进行修理或更换，保障医疗工作的有效性，降

低医疗事故的发生率。除此之外，还应该进行手术室改建与

设备增援，按照相关的建设标准进行医疗设备的补充，同时

对相关医疗操作人员进行专业技能的培训与考核，提高医疗

服务的技术水平。

4.1.3 财务管理一体化

首先，对于乡镇卫生院的财务资金管理工作，应该实

行县级院长负责制，这样才能保障卫生院财务管理工作的效

率。如果卫生院需要进行重大投资项目建设，则需要向总院

申请，批准之后再由当地政府进行采购与建设。其次，乡镇

卫生院还应该不断加强设备的整合，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尽

量降低卫生院经营运行的成本。根据当地卫生院的实际需求，

县级医院还应该无偿配送救护车、麻醉机等专业医疗设备。

最后，管理人员还应该严格执行卫生院的收费标准，将收费

标准进行公开，保障财务管理工作的公开性，促进卫生院的

持续发展。

4.1.4 应急救治一体化

一般来说，县级医院就有急救平台与通道，因此县级医

院应该充分发挥其急救平台的优势，对于乡镇卫生院出现的

紧急情况应该纳入急救站点管理，并对司机以及相关急救人

员进行技术培训，尽量规范急救出诊管理。要想实现应急救

治一体化管理，县乡医疗服务机构应该将辐射范围内所有的

卫生院都纳入急救站点管理，进而车辆的统一调度管理。当

村庄中出现紧急事件时，乡镇卫生院的医疗人员应该在第一

时间对病人进行诊治，当需要转诊的时候则应该派救护车进

行接诊。如果其中患者的病情较为危重，则应该在乡镇卫生

院接受抢救至生命体征稳定之后再进行转诊，真正落实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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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治一体化建设，不仅能强化医疗功能，同时还能提高基层

应急救治能力 [2]。

4.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对于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工作来说，其重要的

任务就是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加强人事管理以及医院财务管

理制度完善。人是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因此乡镇卫生院还

应该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乡镇卫

生院的待遇不高，工作条件比较差，卫生院的人员招聘存在

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偏远山区来说。乡镇卫生院对于大

中专毕业生没有吸引力，即使招聘到了，后期也会因为无法

克服困难而出现大量的离职现象。还有的工作人员即使留在

了卫生院，但是由于取得行医资质的难度较大，因此无法顺

利开展医疗服务工作。中国医师执业资质的考试是由国家有

关部门统一组织考核，每年一次机会，对于不同岗位的工作

人员采取的都是统一的考核标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三、

二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工作的医疗人员在工作内容以及工作

难度方面都存在差异，统一的考核标准对于长期工作在乡镇

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来说难度过大，因此很难取得责任医生的

执业执照，进而导致岗位人员出现严重的流失现象。对此，

中国有关部门应该充分考虑乡镇卫生院的实际工作情况，在

行医资质考核方面进行一些整改，降低乡镇卫生院工作人员

的准入标准，这样才能留住卫生院的医疗人才，彻底解决非

法行医的问题，为了保障医疗安全，可以将其执业地点进行

限定。除此之外，还可以采取联合高校定向培养的方法降低

分数线，当学生取得执业资质之后回到本村的卫生院进行工

作，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

5 结语 

综上所述，要想促进乡镇卫生院公共医疗服务管理水平

的发展，应该从医疗服务一体化建设以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等方面不断提升乡镇卫生院医疗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同时

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医疗服务事业中，保障基层农民的身心

健康，促进基层医疗事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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