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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一床难求”！
我国多地试行“共享病床”

一张小小的病床，可能只是大医院的“千分之一”，却会是住院患者的“百分之百”。
着眼患者“一床难求”之忧，我国多地医院探索试行“共享病床”——打通各科室，医院哪里有病床，患者就

住在哪里，让全院床位成为流动的共享资源，减少患者入院等待时间。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4 部门9日发
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援助工作的通
知》，部署健全及时发现、优先服务、精
准帮扶、动态管理的就业援助工作机
制，着力提升政策和服务精准性、可及
性，切实兜住困难群体就业底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就业援助对象包括就
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成员。通知
要求各地合理确定援助对象范围，畅通
申请认定渠道，动态掌握帮扶需求，加
强分类精准帮扶，做好跟踪服务管理，

挖掘创造适合大龄人员的多样化、个性
化就业岗位。

就业援助，扶持政策是关键。
上述负责人表示，通知明确各地要

落实“两优惠、三补贴”政策。对企业吸
纳援助对象就业的、援助对象自主创业
的，落实税收减免优惠和创业担保贷款
及贴息优惠；对援助对象到企业就业、
灵活就业的给予社保补贴，对参加职业
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评价的给予职业
培训补贴和职业技能评价补贴，对通过
市场渠道确实难以实现就业的通过公
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给予岗位补贴。

“一床难求”的一个主要症结是“忙闲不均”1
为缓解住院难，我国已经持续扩容

病床数量。最新统计显示，全国共有床
位 1017.4 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
构床位已超过部分发达国家水平。

调查显示，“一床难求”的一个主要
症结是“忙闲不均”。

一面是部分大医院病床供不应求，

一面是基层医院病床时有闲置。即便
在医院内部，不同科室的病床使用也不
均衡，各有各的峰谷。

2023 年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为
79.4％，其中三级医院 91.1％，二级医
院74.3％，一级医院54.1％。

民之所盼，正是医改之所向。

“共享病床”怎么“共享”？2
在中日友好医院，前来治疗肺部恶

性肿瘤的李女士，从预约挂号开始，不
到一周就办理了入院手续。几年前她
看同样的病，床位排了1个多月。住院
更快，是因为李女士没有在胸外科病房

“干等”，而是住进了住院部其他科室的
病房。

医院医务处负责人介绍，医院内
科和外科各为独立组，组内楼层相近
的科室可以共享床位。以胸外科为
例，现有47张床位，有了“共享病床”，
收治能力相当于近 70 张床位，增长约

50％。
冬季呼吸道疾病高发，湖南省儿童

医院通过床位统筹，将患者收到其他内
科病房；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
患者由原先平均等候 7 至 8 天入院降
为3至4天；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在2024
年改善医疗服务工作方案中提出，以市
属三级医院为重点，启动试点“全院一
张床”管理……

没增加病床、没增加医护人员，从
共享里“多”出的收治床位，可以让患者
尽早住院。

“共享病床”是否就是“床位调配”？3
最大程度“盘活”有限的床位，不少试

点医院成立专门的管理中心统筹患者收
治，通过信息化系统，及时跨科调配病床。

为简化患者办理入院、出院手续，
减少院内奔波，有的医院还大力推行床
旁自助结算工作。患者无需再到服务
大厅窗口排队等候，床位闲置的时长也

进一步缩短。
“这是一项‘以患者为中心’的系统

工程，体现了医院现代化治理能力的提
升。”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说，

“共享病床”涉及医务、护理、财务、信
息、后勤等多部门的深度协作，是对医
疗服务流程的重塑和优化。

如何确保疗效“不打折”？4
为方便跨科住院病人，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实行首诊医生负责制，
从查房、查体到写病历、开医嘱，均由首
诊医生负责到底。

专家介绍，“共享病床”要确保医疗
质量不打折扣，“医生跟着患者走”是关
键。患者调配到其他科室的病床，负责
治疗的仍是原科室医生。护士经过针
对性培训，也能够胜任护理任务，并朝
着全科护理的方向发展。

部分医院还成立了紧急医疗救护快
速反应小组，“共享病床”一旦出现危急重

症病人，能确保及时、规范进行急救治疗。
缓解住院难，“共享病床”是一种答

题方式，各方也在寻找更多解题思路。
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让术后康

复、慢性病维持等患者“下沉”到更多基
层医院；推动更多非必须住院的术前检
查项目在门诊完成；提升“当天住院、当
天手术、当天出院”的日间手术比例
……

想方设法做，努力向前进，办好一
件件就医“小事”，就是医改惠民的“大
事”。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切实兜底线！
相关就业援助政策“加码”

快手公益“非遗传习学堂”
倾力帮扶甘肃非遗传承人

真美读书会
迎新年文化活动在兰举行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张永生）12 月 8 日下午，由真美读书
会主办、真美读书会甘肃分会和甘肃
省图书馆共同承办的“书香致远·迎
新启智——真美读书会迎新年文化
活动”，在甘肃省图书馆多功能厅举
行。省城文学、朗诵、文艺、书画等社
会各界人士及阅读爱好者 200 多人
参加了活动。

活动围绕“诗歌礼赞”“书画献礼”
“歌曲庆贺”“荣誉表彰”四大主题，通过
歌舞、诗赋、朗诵、书画的形式表达了对
党和祖国的热爱与赞美。87岁老人满
松铎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歌《我的家被
包围了》，用亲身经历描述了改革开放

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真美读书会甘肃分
会会长黄雪玲创作的诗歌《遇见你 于
灯火阑珊处》，把大家带入到阅读的唯
美境界；朗诵《在古诗里读书》，表现了
与古贤对话、与今哲低语的一种恬淡与
雅致。书画家们还用自己精心创作的
作品，表达了对祖国的祝福与对未来美
好生活的憧憬。黄雪玲告诉记者，真美
读书会将继续为推广全民阅读、提升国
民文化素养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次活动还授予城关区阳光家园
读书会为“真美读书会主播培训基地”
荣誉称号。活动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甘肃校友会及真美读书会副会长单位
的大力支持。

数字时代，短视频直播以其强大
的传播力和互动性，拓宽了非遗项目
传播的空间和方式，为非遗项目的传
承和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2024 年，
快手公益发起“非遗传习学堂”项目，
旨在帮助非遗传承人提高收入水平、
改善生活状态，把更多精力用于非遗
技艺的传承与活化。

据悉，这是国内首个结合互联网平
台优势，系统性为非遗传承人提供帮扶
支持的公益项目。项目通过对非遗传
承人进行授课技巧、视频制作、账号运
营等技能培训，帮助他们通过短视频直
播平台传播非遗技艺与知识，更好地助
力非遗项目的发展。

目前，快手“非遗传习学堂”第一期

项目已经在山西、甘肃、青海三地支持了
超过20名非遗传承人，授课场所覆盖50
所乡村学校和社区，预计覆盖超过15000
人。这些非遗传承人承载着从刺绣、传
统剪纸、古建彩绘、景泰蓝、泥塑，以及藏
文书法等不同领域的优秀传统技艺。

培训中，快手公益还联合青海年保
玉则慈善基金会和甘肃一山一水环境
与社会发展中心，邀请了来自青海省非
遗协会、青海民族大学、兰州大学的专
家讲师，以及快手优质用户“三喜爷爷”
运营团队，为参与培训的传承人授课，
内容包括文化艺术素养、授课讲解能
力、短视频制作技巧以及AI技术在非遗
活化领域的应用等。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黄芃

平庆铁路全线最长隧道
3号斜井顺利掘进至正洞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通讯员
宋佳龙 董桓民 记者玄丝雨）近日，由兰
州铁路局兰州工程指挥部建设、中铁
北京工程局承建的平凉至庆阳铁路

（以下简称平庆铁路）最长隧道——镇
原隧道取得突破性进展，3号斜井顺利
转入正洞挑顶施工阶段，为全面推进
正洞掘进打下坚实基础。镇原隧道位
于甘肃省庆阳市镇原县境内黄土梁塬
沟壑区，全长 11.619 千米，是平庆铁路
全线重难点工程，为全线最长隧道，设

置3座斜井辅助正洞施工。
据介绍，自开工以来，项目按照

“管理多手段、工序零衔接”要求，实
行包保制度，坚持安全穿透式管理，强
化班组考核，针对施工关键工序和重
点部位做好跟班作业，及时优化现场
施工方案、合理协调各类机械设备，全
力保证“人、材、机”的供给。经过 5 个
月的奋战，实现 3 号斜井顺利进入正
洞施工阶段，为后续建设任务奠定坚
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