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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呼吸科门诊32号张筱婷（化名）到3诊室就
诊。”1月底，在北京工作的张筱婷历经两个多小时
的等待，终于走进医生诊室。“早上 8 点多我就来
了，但由于号码靠后，一直被后到但号码靠前的人

‘插队’。”张筱婷不解地说：“明明我先到，为何后
到的却先看？”

类似张筱婷的困惑并不少见，在门诊候诊时，
“先到反后诊”现象被不少人吐槽。为提升就医体
验，有的地方探索统一门诊叫号规则，用迟到阶梯
顺延制、复诊公平插队法等创新举措，让“先到先
诊”与“预约优先”的矛盾得到缓解。

“预约优先”规则引不满
张筱婷告诉记者，为了不耽误工作，她在医生

开诊后不久便来到医院报到。起初她还庆幸自己
来得早，因为屏幕显示，她的前面只有两位患者。
本以为很快就能看上病，但渐渐地，张筱婷发现，
自己的号码不断“被插队”，甚至一度被挤出屏幕。

“明明自己先到，为何总被后来者抢先？”张筱
婷询问分诊台护士。对方表示，先到的不一定能
先看，报到后，预约号码越小，排队越靠前。

张筱婷这才明白，由于一周前挂号时只剩下
当天11时左右的号源，她的预约号码较大，所以尽
管报到顺序靠前，但只要后来者比她的预约号码
小，就能排在她前面。

近期，记者在北京7家医院走访发现，除了1家
医院采用传统人工叫号方式外，其余均采用电子
显示屏叫号。而使用电子显示屏叫号的6家医院，
均按已签到成功患者的挂号序号从小到大进行叫

号，序列号越靠前，越早被叫到。
在社交平台，不少人利用医院这一叫号规则

传授“快速就诊”经验：“如果挂了XX医院的号，想
要快速看病，就一定要迟到，如果早到了就只能干
等着……”还有网友基于自身经验表示，挂的号靠
前，报到后一般很快就能看上，所以选择预约时段
时，应当尽量往早选，报到时间可以尽量靠后，减
少等待时间。

有医院实行“迟到机制”
北京某三甲医院分诊护士告诉记者，医院之

所以划分预约时间，是为了让患者不在某一时间
段大量涌入，尽量平均每位患者的就诊时间，保证
良好的医院秩序、卫生环境以及就诊者的就医体
验。但在实际操作中，就诊者未按预约时段报到
的情况确实较为普遍。

“其实对我来说最佳时间肯定是早上第一波，
但预约时间不是我能定的，抢号时只能哪个时段
有号就抢哪个。”因此，张筱婷认为，门诊应该先到
先看，最大限度地节省患者的时间，这也是对晚到

“小号患者”应有的“惩罚”。
在记者走访的7家医院中，有3家医院针对未

在预约时间内报到的患者引入了“迟到机制”，其
中一家医院由医生自主叫号，直接根据患者报到
顺序及首复诊状况进行，并不将预约时间作为参
考；而在另外两家医院，若就诊者迟于预约时间报
到，将排在当前所有已报到患者的末位。

宁波探索在全市统一门诊叫号规则
记者了解到，2024年7月底，宁波市医院门诊

管理质量控制中心就各医院门诊患者就医叫号规
则作出进一步规范，这也是国内较早在全市范围
内统一门诊叫号规则的一次探索。这份规范创新
性提出了“迟到规则”，并对“迟到”的定义、复诊规
则、优先规则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规范明确，患者在预约时间后30分钟内取号
视为按时取号，超过30分钟后每迟到15分钟在预
约号基础上推迟5个号。也就是说，如果就诊者迟
到时间在30～45分钟内，则推迟5个号；如果迟到
时间在45～60分钟内，则推迟10个号，以此类推。

“经过多方调研论证、广泛征询意见，我们在
制定‘迟到规则’时，参考了较为成熟的停车场收
费规则。”宁波市医院门诊管理质量控制中心常务
副主任谢浩芬在接受《工人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引入“迟到规则”并非为了惩罚迟到的就诊者，
而是综合考量患者、医生、医院等多方利益，寻求
最大限度的公平，让每位患者都能舒心就诊、少等
一会儿、少跑一次。

同时，70岁以上老人、军人、残障人士、计生家
庭等优先群体在预约号基础上优先5个号。

“规范实施以来，因门诊叫号产生的投诉和纠
纷明显减少。”谢浩芬表示，统一门诊叫号规则的
规范实施半年多来，全市医院因门诊叫号产生的
投诉大大降低，群众就医体验得到进一步提升。
下一步，该市还将根据规范的实施情况在复诊规
则等方面进行综合调整，从多方需求中寻求共
识。

来源：工人日报

“先到先诊”还是“预约优先”
医院叫号规则如何找到最优解？

阅读提示
在门诊候诊时，“先到反后诊”现象被不少人吐

槽。为提升就医体验，浙江宁波探索统一门诊叫号
规则，在综合考量患者、医生、医院等多方利益的情
况下，引入“迟到规则”，寻求最大限度的公平。

各地高校陆续开学，一些学生和家长关心，新
学期奖助学金政策有哪些新变化？与此同时，其他
学段的奖助学金是否调整，将惠及哪类申请者？对
此，教育部财务司相关负责人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研究生培养规模扩大，奖学金支持力度会
相应加大吗？

答：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
研究生在校人数的增长，部分地方和学校反映，涉
及研究生的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应相应增加，标准
应适当提高。

——提标准。2025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持标准。其中，硕士生由每
生每年8000元提高到1万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1
万元提高到1.2万元。今年春季学期开始，这一调
整将在中央高校落地。

——增名额。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由
每年4.5万名增加到9万名。其中，硕士生由3.5万
名增加到 7 万名，博士生由 1 万名增加到 2 万名。
这一调整，从2024年秋季学期就开始执行了。

问：涉及研究生的政策调整，有什么考虑？发
给谁、怎么发、发多少，有哪些导向？

答：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
性、战略性支撑。此次政策调整，通过更大力度奖

优、覆盖更多学生群体，激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潜
心科研，更加有效地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急需紧缺
人才培养。

——奖优有据。中央高校根据研究生学业成
绩、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等因素，确定研究生学业奖
学金的覆盖面、等级、奖励标准，可分档设定奖励标
准。与此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最高不超
过硕士生每生每年2万元、博士生每生每年3万元。

——服务战略。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
名额分配，应向基础学科和国家急需的学科、专业
和方向倾斜，向拔尖创新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倾斜，
向学术型研究生倾斜。各地可根据本次调整精神
并结合实际，完善地方财政对所属高校研究生学业
奖学金的支持政策。

问：除了研究生，新学期还有哪些群体的奖助
学金发生变化？

答：从满足民生需求的考虑出发，根据通知，今
年春季学期起，提高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
准，扩大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覆盖面。

——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将由
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2300元。具体标准由各地
结合实际在 1200—3500 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
2—3档。

——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国家助学金，
除了与普通高中一样，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
2000 元提高到2300 元，还扩大了覆盖面。在原先
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
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基础上，将
三年级纳入资助范围。

——同时，六盘山区等 11 个原连片特困地区
和西藏、四省涉藏州县、新疆南疆四地州中等职业
学校三年级农村学生（不含县城），全部纳入国家助
学金资助范围。

这些调整更加贴合学生、学校实际需求，将进
一步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压力，保障他们
顺利入学、安心求学，激励他们学有所成、全面发
展。

问：新学期，如何推动相关政策落实落地？
答：一方面，财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三

部门将督促各地统筹安排资金，及时下达预算，对
资金使用和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另一方面，加强培训指导。三部门将面向各地
各校广泛开展业务培训，拓宽政策培训渠道，详细
解读政策内容，确保政策执行规范到位，不断提高
奖优助困的精准性，更加有效地促进教育公平，让
好政策及时惠及广大学生。 来源：人民日报

国家奖助学金政策，新学期有啥新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