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中医院中医护理专
家金露华自去年来到开化县
中医院对口帮扶后，通过言传
身教，不仅促进了学科稳步发
展，还培养了一支本地中医特
色护理团队。金露华对口帮
扶中医日间诊疗中心，到岗后
迅速进入状态，深入了解科室
详情，针对工作难点精心制定
帮扶规划，积极组织中医适宜
技术理论知识与操作培训，指
导护理人员开展了中医手法
通乳、耳鸣耳聋治疗、失眠推

拿、砭石温通刮痧、腕踝针等
新技术。

在中医日间诊疗中心，金
露华致力于护理质量管理，除
手把手带教中医护理操作外，
她还针对科室制度、院感防控、
仪器管理、护理安全流程中存
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化建议，协
助科室制定切实有效的整改措
施。据统计，金露华常驻后，开
化县中医院中医日间诊疗中心
半年服务人次增加近千，同比
增长11.1%。

在人才培养上，金露华通
过在全院范围内开展专题讲
座、技术演示、中医特色护理
工作坊等形式，提升护理人员
临床中医思维辨证能力和实
践能力。并在医院的支持下，
逐步开展多项新技术新业务，
强化团队中医护理内涵建设，
助力提升医院中医护理服务
能力。

“金老师的到来，对我们医
院护理工作帮助很大，特别是
中医特色护理方面，手把手带

教学员 50余名，为我们培养了
一支带不走的中医护理团队。
凡经过她指导治疗过的患者满
意度都非常高，我们从中受益
颇多。”开化县中医院护理部主
任吴志君说道。

“能参与这次帮扶工作，我
感到光荣和自豪。我会尽自己
所能，发挥‘传帮带’的作用，把
自己所学的中医特色护理知识
及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
开化县中医院的同事们。”金露
华说道。

倾囊相授 打造“带不走”的中医护理团队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公立
医院改革奋进的核心任务，关
键在于制度的搭建与优化。深
谙此理的执行院长魏晖初到基
层，便着手完善开化县中医院
的科研、奖惩等管理制度，全力
补齐县级医院短板弱项。凭借
科研专长，魏晖大力推进科研
与继续教育工作，邀请省中医
院专家定期讲学，为本地医务
人员科研课题答疑解惑。

“肾病科、泌尿科作为省重
点专科，借力百科帮扶，在技

能、科研等全方位进阶，让优势
专科更强。”魏晖介绍，医学之
路学无止境，如今省中医院每
周三的晨间学堂，开化分院医
护人员也同步参与学习。

魏晖坦言，基层急需技术
帮扶，不管是新技术推广还是
下乡义诊，都能让当地百姓与
医护人员双受益。百科帮扶是
良好开端，后续仍需着眼可持
续发展。

在开化县中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张晓群眼中，百科帮扶

合作一年多来，依托省中医院
优质资源，开化县中医院在医
院管理、医疗水平、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科研能力等诸多领
域均实现跃升。“不仅有专家常
驻提升医疗技术，还有专家定
期前来为医院综合发展‘把脉
开方’，助力医院高质量进
阶。”张晓群透露，省中医院
院长高祥福每半年带队到访
调研一次，为医院发展“把脉
问诊”给予指导。此外，百科
帮扶合作的灵活性备受基层

医院认可，省中医院会依据开
化县中医院自身发展需求精
准委派专家指导帮扶，像去
年 8月设立的老年科与安宁疗
护病房，便得到省中医院老年
科主任鼎力相助，为科室运营
全程护航。

“百科帮扶让我们全方位
对标省中医院，接轨省级平台、
汲取先进理念、深化医疗合作、
提升办院实力，持续擦亮自身
中医特色招牌。”张晓群满怀
信心地说。

精准施策 赋能医院高质量发展

高祥福（左二）开展教学查房。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百科帮扶”项目开启后，
浙江省中医院委派科研、医务
经验都丰富的医学专家魏晖出
任开化分院执行院长。结合实
际，精准锚定推拿科、外科、乳

腺科、中医护理四大重点专科
予以帮扶，安排专家长期驻
守。四位重点专科专家深度融
入医疗、教学、科研一线，为重
点帮扶专科的技术与质量提升

注入强劲动力。
专家扎根“家门口”，患者

就医实惠多。“之前在咱县中医
院查出乳腺癌，多亏专家主刀
手术，恢复得那叫一个好。”60

岁的刘阿姨回忆道，听闻省中
医院乳腺科专家潘磊长期派
驻，从发现乳腺肿块，到手术、
术后化疗，全程都在本地安心完
成。刘阿姨对手术效果赞不绝
口：“专家给做的是保乳手术，还
用了免拆线美容缝合，术后几乎
看不到疤，太让人满意了。”

据了解，派驻专家潘磊、马
飞霞已引领开化县中医院乳腺
科团队顺利完成数十例乳腺结
节穿刺活检术、乳腺结节麦默
通微创旋切术、乳腺癌改良根
治术、保乳术等，赢得开化市民
的信赖。

同样备受赞誉的还有保
“胆”取“石”项目。合作以来，
省中医院外一科常驻专家顾文
扬、徐涛携手开化县中医院外科
团队，成功开展多例保胆取石手
术，积累了丰富的手术经验，帮
众多不愿成为“无胆英雄”的开
化患者保住胆囊，重获健康。“本
来打算去杭州就诊的，问问有没
有保胆的办法，没想到在家门口
就得到了专家的评估与诊疗，我
们都很满意。”患者李女士感慨，
有了常驻专家，老百姓无需四处
奔波求诊，百科帮扶对患者而言
就是就医福利。

专家扎根“家门口”好就医

开化县中医院“百科帮扶”

赋能医院高质量发展 把中医特色擦得更亮
记者 腊莎 通讯员 徐乐楠

“现在家门口就能看省级专家了，大病小病都能解决，你也来试试。”近日，开化县居民吴阿姨在县中医院结束了一个疗程的中医理疗，

在浙江省中医院下沉专家金露华的中医特色护理治疗下，原本紧绷酸痛的颈椎彻底得到舒缓，整个人都轻松不少。吴阿姨满心欢喜，逢病

友便热情“安利”。放在以往，山区百姓哪敢奢望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专家的诊疗服务，可如今，这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而这一切都源于

中医药特色专科“百科帮扶”项目在基层的落地生根。

为推进优质中医药资源有效扩容和均衡布局，着力推动山区海岛县中医医院服务能力提升，更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中医药服务需

求，2023年1月，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了《浙江省山区海岛县中医医院中医药特色专科“百科帮

扶”项目实施方案》。同年9月，浙江省中医院与开化县人民政府签订了中医药特色专科“百科帮扶”合作协议，浙江省中医院“牵手”开化县

中医院，开化县中医院正式成为浙江省中医院开化分院。

“百科帮扶”项目运作一年有余，成效究竟几何？山区百姓又作何评价？带着这些疑问，记者展开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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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婧涵 通
讯员 陈文团 姜丽）近日，衢
州市慈善联合总会与衢州市第
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衢州二
院”）举行“慈善助医 人才培
育”项目签约活动。项目的启
动进一步推动了衢州二院人才
培育工作，为医疗团队带来更
多培训和发展机遇。同时，也
将拓展医院慈善助医服务范
围，打造慈善助医新品牌，为四
省边际百姓的健康福祉贡献积
极力量。

“学科是基础，人才是关
键。”衢州二院副院长江淳表
示，在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工作中，仍然面临着诸多挑
战，特别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医学
人才短缺等方面，不仅影响了
患者的就医体验，也制约了医

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而慈善助医 人才培育’项目
每年将提供资金支持，用于促
进人才培养，提升医护人员专
业技能，以便更有效服务广大
民众。”

厚植人才培育沃土，是锻
造医院高水平、高标准、高层次
建设的重要因子。近年来，衢
州二院借力发力，大力实施人
才兴院、科技强院发展战略。
通过携手温州医科大学、浙江
中医药大学等国内高等院校，
为医学生建设实习、教学、实践
基地。同时，联合浙大二院开
展“青蓝结对、医脉相承”师徒
结对，为衢州二院全方位、多领
域培养复合型人才。目前院内
已有82位医护人员与浙大二院
专家成功结对。

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蓝熊

燕回想起去年在浙大二院临床
实践的 7个月经历，深有感触。
她相告，在实践期间，她掌握了
重症B超、重症纤维支气管镜、
ECMO（体外膜肺氧合）等先进
技术。借助同行交流，她的临床
诊疗思维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处理紧急问题上也变得更得
心应手。此外，她还成功申报了
省医学会的科研项目。

不仅如此，衢州二院坚持围
绕“引、育、用、留”，筑巢引凤、广
纳人才，高度重视医疗人才的引
进，并积极响应衢江区委、区政
府出台的“15315”人才新政和

“5120”人才工程等政策，为医院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人
才保障。近几年，医院招引200
余名优秀医学人才扎根衢江，涉
及神经外科、眼科、普外科、骨
科、神经内科等多个学科。

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
翟大明，在三年前通过人才招
引，成为衢州二院神经内科的主
任医师，成为“新衢州人”。“医院
帮助我解决了随迁子女的入学
问题，这让我感到非常安心。”
他说，医院经常组织引进人才
举行座谈会，关心他们的工作
进展和生活状况，给予充分的
安全感和归属感，使他现在非
常适应“新衢州人”的身份。

“放眼选才、放手用才、放胆
容才。我们期望能打造一支技
术精湛、服务优质的医护队伍，
为广大民众提供更加全面、专业
的医疗服务。”江淳说，下一步，
衢州二院将继续发挥三级公立
医院的优势资源，为基层医疗机
构提供技术和人才帮扶，共同推
动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打造
聚才引智的“强磁场”。

聚力引培并重

衢州二院打造聚才引智“强磁场”

本报讯 （记者 吴婧涵 通讯
员 栾晶）“孩子每天睡眠时间有多
少？胃口怎么样？”“幼儿园是孩子
大脑发育和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12月18日，一场由衢江区中医院组
织的“艾灸未来星 健康伴成长”主
题心理健康讲座，在衢江区全旺中
心幼儿园举行。活动现场，300多
名来自全旺镇及周边村庄的儿童家
长聆听了讲座，他们不时拍照，低头
记录，认真学习讲座内容。

“这是医院与幼儿园携手打造
的‘名医进校园’家长课堂的第一
课。”衢江区中医院党委书记、院
长毛剑霞介绍，此次课堂邀请了
福建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林丽
莉博士，围绕《儿童中医体质调理
与脑发育》的课题为家长授课，希
望能帮助他们认识到幼儿健康管
理的重要性，并树立正确的育儿
理念。

在讲座上，林丽莉博士深入浅
出地阐述了儿童中医体质调理的关
键点，强调了均衡饮食、适度运动和
健康生活习惯的重要性，还分享了
如何通过观察孩子的日常行为来识
别其体质，并提供相应建议。讲座
结束后，家长们在“一对一”交流环
节中积极参与，提出了许多关于孩
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林丽莉
对此都耐心地一一解答。

“工作中，医院经常遇到家长来

咨询关于儿童身体发育及健康问
题。”毛剑霞表示，为响应这一需求，
中医院成立了儿童健康发展中心，
通过预先的问卷调查，医院发现许
多家长希望有更系统化的教育课程
帮助他们。对此，健康发展中心计
划推出一系列涵盖儿童体质调理、
大脑发育、情绪调节、家庭互动等方
面的讲座，全方位支持家长。同时，
中医院还为孩子提供健康筛查服
务，制定个性化的健康计划，并进行
定期跟踪评估。

6岁的俊俊（化名）就读于全旺
中心幼儿园，“孩子特别挑食，不爱
吃饭，而且上课总坐不住，喜欢往外
跑。”俊俊的妈妈在“一对一”交流中
向林丽莉提出疑惑。经过细致看
诊，林丽莉发现俊俊的脾胃功能存
在不足，结合中医疗法提出了四缝
放血和头针镇静治疗的综合治疗方
案，并要求家长要经常带孩子进行
户外活动，加强注意力训练。“中医
院办的家长课堂太好了，请来这么
专业的专家，我们收获满满！其实
孩子一进幼儿园，我们家长就应该
上这类课。”俊俊的妈妈说。

“幼儿的身心健康牵动着每位
家长的心。”毛剑霞说，接下来，儿童
健康发展中心将继续根据家长的实
际需求，定期开展各类健康讲座，让
健康理念融入课堂，让健康知识深
入家园，筑起家庭温暖港湾。

医教融合 共筑健康

儿童健康讲座 筑起家庭温暖港湾

走进北京友谊医院，一套“云知
声”门诊病历生成系统能在嘈杂环
境中识别医患对话，生成专业术语
表达的信息摘要和符合病历书写规
范的门诊电子病历。

回顾 2024 年，从智能诊断到
远程医疗，从健康管理的数字化到
疾病预防的科技突破，科技正在医
疗服务各环节持续发力，助力全民
健康。

AI+医疗，让看病更便捷
今年 5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推出“AI智慧
门诊”，智能分导诊、智能加号等功
能深受患者欢迎。

以“智能加号”为例，患者点击
“挂号服务”“在线挂号”，进入需要
预约的科室，若选择的专家号“满
诊”，点击下方“申请加号”，在跳转
页面选择该专家的加号日期。确定
免费预约后，AI会自动发起对话，
询问患者病情等情况，生成“病情卡
片”，再综合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判
断加号资格，最后发送给专家确定
是否通过。

过去一年，“AI+医疗”已在全
国多地广泛应用——

浙江省人民医院推出数字健康
人“安诊儿”，可根据症状为患者匹
配科室和医生，合理安排就诊流程，
全程提供AR智能导航，提供叫号
提醒等；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上线的AI助理“小红”，为患者提供

“7×24小时”的专业咨询解答，涵盖
妇科疾病、产科指导等知识……

数字赋能，正带来更高效的医
疗服务。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
研究所所长刘辉说，在推动技术创
新与升级过程中，要加强对算法准
确性、公平性、透明度、可解释性、隐
私保护等关键维度的评估与监管力
度，确保 AI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为医患双方提供更优质的应用
体验。

远程医疗，助力基层群众
看病“零距离”

近日，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刘先
生到湖南省永州市新田县三井镇卫
生院就诊，医生通过远程诊疗系统，
与医共体上级医院心血管专家线上
连线，双方结合患者病历、影像资料
和检查报告进行交流分析后，为患

者制定了个性化诊疗方案。
一根网线，将优质医疗资源

“送”到百姓“家门口”，将健康送进
千家万户。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通过智
慧门诊、移动查房等形式，在西藏日
喀则市仲巴县等多个帮扶县域，开
展神经系统疾病等远程医疗支持；
四川省针对革命老区、脱贫地区等
基层医疗机构，打造覆盖省市县乡
四级的“5G+专网”远程医疗网和基
层卫生信息网……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2024年我国远程医疗服
务网络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目前
已覆盖所有市县，并向社区和乡村
基层延伸覆盖。全国70%的卫生院
已和上级医院建立了远程医疗协作
关系。

卫生事业的发展，是衡量公共
服务可及性的一把标尺。随着数字
之光照进更多角落，“既快速又精
准”“突破时空限制”的医疗服务可
感可知。

健康管理，数字化引领
健康生活新潮流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居民马女
士每日晨起后会使用智能体脂秤，
相关数据会自动同步到一款手机应
用程序上。

“不仅能记录身体数据，还能提
供个性化饮食和运动建议。”马女
士说。

据统计，随着人们健康理念的
转变，2024年中国数字健康管理平
台用户数量持续增长。

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上展示的中医AI智能诊脉仪，
通过手机App配合仪器夹食指检
测，就能为患者诊脉，快速获得人体
相关健康数据；在第二届中国国际
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亮相的POCT
荧光免疫层析分析仪，可结合人工
智能进行数据辅助判断，让老年人
更好了解骨健康情况……数字化健
康管理越来越个性化、精细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
息化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科技与健
康的融合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对医疗科技创新
的支持力度，让科技成为托起全民
健康的坚实“臂膀”。

新华社记者 李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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