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瘫痪在床不方便去医院怎
么办？康复患者居家护理如何保
障？随着“到家护理”服务的不断
推广，这些困扰群众就医的难题变
得不再困难。

病有所医，是群众最基本、最

重要的诉求。而信息化平台的搭建，
使医护人员和患者有了良好的对接
平台，手机下单，专业护士上门开展
服务，既免去了患者和家庭成员来
回奔波之苦，又有利于患者的休养
和康复，是一项便民利民的举措。

“到家护理”服务的开展，让越
来越多的患者从中受益。随着老龄
化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需要专业的上门护理
服务，也期盼能不断丰富服务内容，
将更多的医疗项目纳入其中。这就

需要各医疗机构强化以患者为中心
的服务理念，多听取群众心声，统筹
安排医疗资源，尽可能提供更加全
面的上门服务。同时要看到，医护工
作普遍繁忙，医护人员上门服务来
回奔波，这对医院的人员安排会带
来一定困扰，也增加了医护人员的
工作量。因此，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积极探索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
提高医院和医护人员的积极性，使
他们乐于上门服务。

让更多护理服务“飞”入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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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到家护理“           ” 

随着老年人口增加，“到家

护理”服务越来越受到人们关

注。手机点一点，护理送到家，便

捷又贴心，我市“到家护理”服务

从 2022 年试点以来，逐步进行

扩面推广，日益受到市民群众高

度欢迎。“到家护理”服务有哪些

项目？如何保证护理过程中的

规范性？这项服务如何长足发

展？笔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手机下单   护理到家
前不久，29 岁的王瑶生孩

子后在家坐月子时，在凤翔区医

院微信公众号预约了“到家护

理”服务。经过电话沟通，该院护

士上门为孩子做了脐部护理，还

给王瑶讲解了饮食、保健方面的

知识。

“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如

果只是因为换药、拆线来医院，

既不方便也费时间，‘到家护理’

服务就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

题。”凤翔区医院护理部主任时

宝萍说，“到家护理”服务既方便

了患者，也推动了医疗机构医护

资源下沉，让规范护理服务走进

百姓家中。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服务

又专业又细致，我们再也不用来

回折腾病人了。”近日，凤县医院

护理人员为患者提供上门服务

后，患者家属杨先生非常满意，

连连称赞感谢。据了解，杨先生

家住县城惠民家园小区，母亲因

脑出血后遗症长期卧床，不能自

主进食及排便，需要定期更换胃

管及尿管。就在一筹莫展时，家

人听说凤县医院开展了“到家护

理”服务，随即进行了电话咨询

和预约。从这以后，医护人员就

成了杨先生家里的常客。

“我们开展‘到家护理’服务

已经一年半了。”凤县中医医院

副院长马秦蓉说，这项服务开

展以来，通过医护人员多跑腿，

切实解决了部分群众看病不方

便的问题，获得了大家的信任

和肯定。

市中心医院护理部干事强

渭琴说，他们医院“到家护理”服

务也已开展了 10 个月，目前正

在进行进一步宣传推广。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到家护理”主要提供基础护理、

健康评估、伤口护理、管路护理、

母婴护理、糖尿病护理、标本采

集、康复护理八大类护理服务。

我市“到家护理”服务从 2022 年

在各医疗机构试点以来，截至目

前已有 20 家医疗机构相继开展

了该项服务，覆盖全市多个县

区。服务一般采取“线上下单，线

下服务”的运行模式，患者可通

过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下单。目

前全市已在“护理到家”平台注

册了 894 名护士开展此项服务，

累计服务 3563 人次。同时还有

的通过“优小护——医护进家”

项目及“一康优护”等平台进行

注册开展服务。

“护士上门服务是全流程护

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住院护

理的延伸，这项服务可使出院患

者享受到连续的医疗护理保健

服务，促进患者康复，极大地方

便了患者。”市卫健委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

资质达标   服务规范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老年人慢病、失能、半失能以及

因罹患疾病导致行动不便的人

群不断增多，居家护理已然成为

刚性需求。除了高龄、失能人群

外，康复期行动不便的人、慢病

患者、新生儿等也都有到家护理

服务的需求，这是我市推出“到

家护理”服务的主要原因。

“上门是方便，但是服务过

程安全怎么保障？到家护理服

务的效果怎么样？护理人员是

否专业？……”“到家护理”服务

推出后，服务的规范性、安全性

等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据了解，“到家护理”服务对

注册护士资质有严格要求，首先

要具备五年以上临床护理工作

经验和护师及以上技术职称，经

过理论培训、专业技术培训和上

门服务规范培训后，通过考核的

人员才会被授权“到家护理”上

门服务资质。其次对于母婴护

理、伤口造口护理等项目，护理

人员还需持有省级专科护士资

格证，这些都能较好地保证服务

过程中的规范性和安全性。

同时，为进一步保证服务质

量，部分“护理到家”平台系统还可

对接医院管理信息系统，接单护士

在授权情况下，可查看患者既往门

诊或住院诊疗信息；患者也可通

过平台上传诊疗资料，便于护理人

员精准掌握患者情况。

杨小英是凤翔区医院消化

内科的主管护师，也是该院开

展“到家护理”服务的第一批护

士之一。完成医院日常的护理

工作后，在休息的时候，她会通

过“护理到家”平台“抢单”，为

有需求的患者上门进行护理服

务。杨小英介绍，随着“到家护

理”服务被越来越多的患者和

家属了解，订单数量也在逐步

上升，目前她已经完成了 10 个

订单，有 3 位患者甚至在下单时

会指定她来接单。

笔者了解到，因为这项服务

是护士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的，所以

平台有订单了，护士会根据自己的

时间来接单。而平台会收取一定的

上门服务费，和医院按比例分成，

医院再分给上门护理的护士。

“院里要求每次出单都必须

两名护士同行，一方面是对服务

过程起到监督管理的作用，另一

方面是保证护士的人身安全。”

杨小英说，每次出单前，她都会

提前与患者进行电话沟通，准备

好需要的物品上门。入户后，她

主要负责提供护理服务，另一名

护士全程佩戴护理工作记录仪

对过程进行监督，在有需要的时

候协助工作。

“到家护理”服务对于患者

而言，实现了医院为患者服务

“最后一公里”的突破。患者能够

享受到更加便捷、快速的专业护

理服务，无须再为反复奔波于医

院而烦恼，节省了时间和精力。

对于医院而言，这项服务不仅有

效节约了医疗资源，还提高了医

疗效率。

鼓励发展   提质扩面
很多群众对上门医疗护理

需求日益迫切，如何使“到家护

理”服务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分治疗，七分护理。”陇

县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杨琳说，

当前“到家护理”服务需求广泛，

但服务供给仍有待提升。预约方

式的多样化是提升服务覆盖面

的关键，患者可以通过出院预

约、平台预约、电话预约、微信预

约等多种方式，让预约服务更方

便。目前来看，部分医院存在人

手不足的情况，各医疗机构需要

持续规范上门护士的服务标准，

制定奖励措施，不断提高护士的

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以鼓励更多

专业护士加入。同时，也可以将

社区医疗机构纳入进来，充实上

门护理力量。

“不断提升护理团队的专业

素养和完善服务流程很重要。”

马秦蓉说，专业的护理技能和

丰富的临床经验是保障服务质

量的基础。各医疗机构可以通过

强化管理职能，不断优化流程，

定期组织培训并随同服务团队

现场督导服务，确保各项操作规

范、安全执行。

在谈到“到家护理”服务的

未来发展时，业内相关人士呼吁

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关

注和支持。比如，政府出台相关

政策支持服务发展，提供资金补

贴，或将上门服务费纳入医保报

销范围等，不断减轻需求者的经

济负担，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从而推动“到家护理”服务持续

健康发展。

赵益

“到家护理”服务的护士填写外出登记备案表

上门为患者提供服务

为卧床在家的患者更换胃管

下雨天，护士开展“到家护理”服务。

开展护理操作前，护士为患者进行生命体征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