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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医院专家门诊为何一号难求？

因私出国签证、领事认证服务

内蒙古对外友好交流中心系国家公益一

类事业单位， 是自治区唯一经日本驻华使馆

授权， 从事我区公民因私赴日签证代办服务

机构（留学、商务、探亲访友）。

另外，我“中心”具体承办自治区公民领

事认证工作（民事认证、商业认证）。

上述两项业务均受理资料邮寄。

联系电话：
签证代办：0471-6946082、6946595

（日韩

方向）

领事认证：0471-6946380、6946595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63号院1

号楼402室

1月4日， 北京大学人

民医院一层挂号大厅，人

头攒动， 一个个窗口前向

外延伸出一条条长队，病

人和病人家属， 不时探头

向前张望， 寻找挂号窗口

上方不停滚动的出诊医师

信息。 记者从排队等候的

人群中了解到， 他们中相

当一部分来自全国其他各

省市， 为了挂到一个北京

三甲医院的专家号， 不惜

长途奔袭。

看病难， 是困扰人们

日常生活的棘手问题。

2016年， 国家出台多项政

策，切实解决“看病难”问

题， 包括完善覆盖城乡的

中医医疗服务网络、 增加

儿童床位数、 增加医疗大

数据应用、 增加家庭医生

数量，等等。

但是， 新的一年刚开

始， 记者在多家三甲医院

挂号窗口听到最多的一句

话却是“对不起，今天的专

家号没有了， 明天的也没

有了。”

专家号都被谁抢走
了？

1月2日， 王宁和家人

一起， 将他的奶奶匆忙送

到唐山市工人医院的病

房。跨年期间，他的奶奶一

直感觉全身无力、 胃口很

差， 并伴有恶心、 干呕症

状。全家人的2016年，是从

为老人家看病的奔波忙碌

中度过的； 全家人的2017

年， 又从为老人家继续奔

波看病开始了。

“过去的一年，我无数

次想挂北京协和医院的专

家号， 可是每次都挂不

到！” 王宁一直在困惑，专

家号都被谁抢走了？ 他告

诉记者， 奶奶从2015年11

月被查出双肾都有问题，

到目前仍不能完全确定是

什么问题，“我们已经看遍

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了， 目前找不到确切病

因。”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

在北京找到能够治疗疾病

的专家， 给出让他们放心

的治疗方案。

从山东远道赶来的陈

大爷， 挤在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的挂号大厅内。 他对

记者说， 自己是来给老伴

挂号的， 由于跑遍了当地

的三甲医院， 访遍了当地

各种名医， 还是无法根治

困扰老伴多年的顽疾，他

选择来到这里。

选择北京， 是地方医

疗水平无法满足患者的情

况下， 老百姓做出的无奈

之举。

在2016年全国两会北

京团开放日上， 北京市常

务副市长李士祥说， 每天

有 13万外地人来北京看

病， 而且还不包括随同人

员，其中23%来自河北。

“号源太少了！” 王宁

感慨。他父亲同事的女儿，

在协和医院工作， 经过曲

折打听了解到， 奶奶这个

疾病的对症专家， 每天只

放一个号源。“号贩子、作

弊软件、关系户，还有抢得

比我更快的人！ 只要有上

述任何一种人存在， 我就

挂不到号”，王宁在过去的

一年， 每天都在尝试挂专

家号，都无功而返。

要挂就挂专家号！

陈大爷焦急地等待

着， 随着离挂号窗口越来

越近， 他越发焦躁起来，

“对不起，今天的专家号没

有了，普通号要吗？”“明天

有专家号吗？”“明天的也

没了。”由于该医院最早只

能预约次日的号， 因此当

天陈大爷挂专家号没有成

功。

“大老远跑来，就是为

了挂专家号的！普通号，还

不如我们当地呢！”陈大爷

心有不甘。 王宁的话和陈

大爷的话如出一辙：“我们

的想法是，既然来北京了，

就看专家，否则意义不大。

毕竟老人家这么大岁数，

折腾不起！”

王宁的奶奶从2015年

年末到医院就诊以来，辗

转了三家医院才确定是肾

上腺的问题，但是，具体

病因仍不清楚，“全市的

三甲医院，几乎被我们转

了个遍，连民间偏方我们

都试过了，依然治标不治

本。”王宁说，通过一年多

的辗转，他逐渐认识到了

专家的重要性，“在市区

内，越是知名度和口碑靠

前的医院，大夫说的越深

入，治疗越具体，也越见

效果！”去年 11月，王宁

奶奶的左肾做了一次微

创手术 ， 取出的息肉经

过病理检查 ， 没有发现

任何异常， 主治医师对

她的家人说 ， 他们依然

不能找到病因， 如果要

想根治，必须去北京！而

且强烈建议挂专家号。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不少到医疗条件优越的

大城市求医的“疑难病

症”患者，都是在地方医

院遇到了问诊无果、无法

根治的情况。“要挂就挂

专家号”与“专家号挂不

到”成了牵扯在一起的待

解难题。

“分级诊疗”金字塔：塔
基不牢塔尖拥挤

在北京市政府去年8

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详解了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 2016 ～2017年重点任

务。其中提到，分级诊疗

方面着重要做的是强基

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

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聘

请大医院医生或返聘退

休医生到基层医疗机构

工作，并在医保总额指标

上，向社区倾斜。

据了解，全国多地都

在探索不同形式的“分级

诊疗”， 不过在“分级诊

疗”的金字塔上，塔基依

然不够牢固，塔尖依然人

满为患。

“我的脑子里就只有

协和！已经装不下别的医

院了。”王宁坦诚地说。在

王宁眼中， 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根本不适合他的

奶 奶 这 种 情 况 ，“基 层

的， 只适合看个头疼脑

热 ， 或者在老人康复阶

段治疗， 也可以适当考

虑。” 基层没有专家，被

迫走“独木桥”的王宁一

家人， 为了奶奶的健康

长寿 ， 在 2017年将要继

续寻找出路 ，“说到底 ，

还是信息闭塞 ， 不知道

除了协和还有哪里可以

看好奶奶的病。 希望在

2017年，能够找到对奶奶

病情有帮助的医院和医

生”，王宁说。

（据《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