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乡村卫生室提升改造的建议

一、基本情况

乡村卫生室作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基础，在保障

村民基本医疗需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目前，大部分乡村都设

有卫生室，承担着常见疾病诊治、预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工作。

这些卫生室为村民提供了便捷的医疗服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

民看病远、看病难的问题。然而，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和健康意识的增强，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现有的

乡村卫生室在多方面暴露出不足，难以满足村民的需求。

二、存在问题

一是硬件设施简陋。一些乡村卫生室房屋破旧，空间布局不

合理，诊断、治疗、观察等区域划分不清晰。基本医疗设备不足，

如缺乏先进的检验检测仪器，影响疾病准确诊断。二是人才队伍

薄弱。乡村医生待遇不高，导致优秀人才不愿前往，人才流失严

重。现有医护人员缺乏系统培训，知识更新慢，对新的诊疗技术

和理念掌握不足。三是服务功能受限。主要集中在常见疾病诊治，

预防保健、康复护理等服务开展较少。健康管理、慢性病跟踪等

服务不够深入，无法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四是信息化

建设滞后。大部分乡村卫生室未实现信息化管理，患者的诊疗记

录仍采用手写纸质病历，不利于信息的保存、查询和共享。与上



级医疗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无法实现远程会诊、

转诊等功能，影响了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三、建议

一是加强硬件设施建设。政府加大资金投入，对乡村卫生室

进行新建或改造，按照标准化卫生室的要求，合理规划功能分区，

包括诊断室、治疗室、药房、观察室等。配备先进的医疗设备，

如数字化诊断设备、康复理疗设备等，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和更

新，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二是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提高乡村医生待遇，设立人才补

贴，吸引优秀医学人才到乡村工作。定期组织医护人员参加专业

培训，邀请专家开展讲座和技术指导，鼓励医护人员参加学术交

流活动。

三是拓展服务功能。在做好基本医疗服务的基础上，加强预

防保健、康复护理等服务。开展健康知识讲座，提高村民健康意

识。建立慢性病患者健康档案，进行定期跟踪和管理。

四是推进信息化建设。建立乡村卫生室医疗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患者病历电子化、医疗信息共享。引入远程医疗服务，让村

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级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