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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信息化社会以及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持

续快速增长，健康越来越成为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民生福祉

问题，门诊部现在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人员力量

不充足，用药保障不充分，业务能力不过硬，信息化水平滞

后，设备单一。因此，为推动门诊部规范化运行、标准化保障、

精细化服务，持续为保障对象提供有温度、有内涵、有治疗

的医疗服务，应及时针对性地整改矛盾题，促进院校门诊部

和谐、健康发展。

2 整改措施
2.1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随着高校规模逐渐增大，普通高校医务人员无法满足院

校师生的医疗以及保健的需求。将院校门诊部聘用社会人员

指标纳入上级医疗机构统筹管理，统一签订劳动合同，根据

用工需求实行轮换派驻式保障，以提高服务保障能力 [1]。各

级组织职称评审要综合考虑院校门诊部人员工作特点，原则

上与医院从事临床医学的人员分别划分评审单元。聘用在院

校门诊部工作的员工，要参照当地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

位合理确定福利待遇，注重人员职业发展和能力提升。

2.2 加强药品管理制度
院校用药和医院相比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优化院校

门诊部药材保障模式，增加药材请领频次，完善临时请领机

制，常态备齐用药目录范围内药材。要针对性地完善在校师

生合理用用药的保障模式，通过医院紧急调拨、门诊部自行

采购等方式，按时按需供应到位 [2]。

2.3 加强业务能力建设
院校门诊部护理人员较少，护理人员整体专业水平偏低，

工作类型复杂烦琐，除了完成普通门诊、发热门诊、病区管

理，健康教育、防疫卫生、预防保健、预防接种、除四害等

工作，更多地要面临师生疾病复杂性，包括热射病训练伤、

食物中毒、群居生活导致的呼吸道疾病传播等多样性，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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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护理人员的提高专业素质，学习先进理念，按照全科医

学人才培养路径，有计划地组织医院相关科室轮转培训和外

出送学进修。日常诊疗过程中，院校门诊部按照上级医院管

理模式，加强护理队伍的检查力度，按照计划完成护理专业

知识、实践操作培训以及考核以及不同病种针对性地进行护

理演练，督促护理质量完成，从而调动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

以及责任心，提高护理人员整体职业素养 [3]。

2.4 建立健全信息化水平
院校门诊部条件有限，部分设备陈旧老化，缺乏信息化

电子设备，上级业务培训知识、会议记录，无法毫无遗漏准

确传达到每一人，加强信息化设备建设，打通上级医疗机构

与院校门诊部之间的信息壁垒，统筹人才队伍、医疗技术、

设施设备、业务管理、视频会议等资源配置和交流互通，深

化同质化管理、一体化建设。

2.5 改善卫生装备，配备维护人才
院校门诊部卫生装备单一，无法满足新时代师生健康就

诊需求，需加大卫生装备投入，满足基本疾病诊疗需求，缓

解医院就医困难局势。增加信息化救护设备，建立医疗设备

保养使用设备机制，合理使用、维护、保养医疗设备，确保

医疗设备高效、准确运转 [4]。加强设备使用以及维护人员的

配置，使医疗设备能有效的服务于广大师生就医需求。

3 院校门诊部建设未来的发展思考
现阶段面对医疗保障制度的不断改革，院校门诊部建设

发展将面临许多的问题，作为在一些大城市发展规模比较小

的院校门诊部来说，如何应对新形势的变化？要求如何找准

正确的发展方向，提高自身的服务，服务质量是必须进行深

入探索的一个问题，而且未来关于院校门诊部建设发展方

向，也需要进行明确，以下就是针对院校门诊部建设未来的

发展的一点思考，希望给中国院校门诊部未来的发展提供一

点借鉴和参考。

3.1 适应保障对象的新需求，开展特色医疗服务
首先，要全程跟踪保障对象的基本健康情况，针对院校

门诊部保障的对象，由于学生和教职工较多，大多数群体所

患疾病为训练性疾病或者呼吸道疾病，此时可积极做好对应

的预防训练工作以及积极性呼吸道疾病预防宣导工作。加之

科研人员比较多，可邀请比较专业的专家以讲座的形式对工

作者进行培训，再加上外派业务人员进行进修学习，可以着

重一些心脑血管业务的培训工作，对于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

要定期检查进行相应的健康档案工作。

其次，要多途径消除保障对象的亚健康状态，结合季节

性特点以及流行病学的特点，定期向保障对象开展专项服

务。及时组织接种预防性疫苗，还可以开展针灸推拿理疗、

心理咨询等服务。

最后，要强化急救能力的训练，由于老年人往往患有多

种疾病，同时脑血管的发病率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院前的

门诊抢救就成为门诊服务部门的一个工作重点，因此要定期

聘请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对医务人员进行急救培训，定期

开展急救演练，提升业务人员的急救能力。

3.2 适应全科医疗服务的新模式，开展全方位的服务
院校门诊部的任务特点，医务人员往往需要具备内外妇

儿等临床专业的多种基本医疗技能，同时还要兼顾机关以及

下属单位的会议以及各种活动的外出医疗保障工作。因此，

门诊部门必须培养一支全科型医务人员队伍，队伍是单位同

事具备预防保健康复治疗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等全方位的保

障能力，所以在院校门诊不发展过程中，要对人才进行专业

的培养，尽可能地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同时，对于各方面

的专家，也要进行吸收和招聘，提高人才队伍的质量。

3.3 着眼长远发展，加强门诊部自身建设
首先，要大力培养信息全科人才，打造一支专业强干得

好的全科人才队伍。其次，要重点加强信息化基础的建设，

现阶段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使得门诊医疗信息化管理更加

全面，为患者提供更加良好的保存，查询和传递的技术。最

后，要完善相应的硬件和基础设施建设，更新仪器引进专业

设备，提高门诊部的服务保障能力。

4 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院校门诊部还缺乏很多不足之处，经过

有条不紊的计划实施，从人才队伍、信息建设、设备配备等

方面建设门诊部，逐步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

心、防疫卫生、健康教育等全方位服务保障的院校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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