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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医院看作一艘巨轮，高水平

的人才队伍和高质量的学科是驱动它前

进的两大引擎。尽管医院对于人才的吸

引力不及北上广深等大城市，但聊城二

院在多年的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生生不

息的“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作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聊城二院借此契机，与山东大学、山东

第一医科大学等高校联合举办在职博士

班和在职硕士研究生班，培养高层次人

才。目前，已有多名博士毕业，在带动

医院科研能力、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此同时，医院坚持亚专业分化和

学科群的建设。在打造领先技术、推动学

科建设上颇具亮点：2021 年 7 月，医院

建设成为国家级消化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聊城二院分中心，取得了国家级分

中心零的突破；近年来成为了原卫生部首

批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基地、国家卒中中心、

聊城市急危重症新生儿救治中心、急危重

症孕产妇救治中心和聊城市创伤中心、中

国胸痛中心……

一系列的成就无不彰显出百年老院

的辉煌和活力，也让患者有了更多美好

的就医体验。

如今，精细化管理已成为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主基调。近年来，医院推

进全面精细化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每年的三级公立医院考核中，聊城二

院在“精细化运营管理”方面失分很少。

谈及经验，刘跃森认为这与医院四

方面的举措有关：一是在山东省率先成立

运营中心，推行运营秘书制；二是不断优

化收入结构；三是加强全面预算管理；四

是加强人力、行政、后勤等成本控制。

“百年来，医院始终传承济世医道。

想患者之所想，做患者之所需，这是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刘跃森表

示，“作为聊城市 DRGs 支付七家试点单

位之一，精细化运营管理让我们在应对

DRGs 支付改革方面也收益颇多。这不仅

让医院能健康地、高质量地发展，也让

患者用最少的钱看好病，实现了医保、

医院、患者三方共赢。”

百舸争流千帆渡，厚积薄发谱新篇。

面向未来，刘跃森坚定地表示：“要以‘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

感、‘功成有我’的使命感，再接再厉，

为医院高质量发展笃行不怠、矢志不渝！”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管颜青 通讯

员 王鹏） “作为医生，救助患者是我一

生的坚守。作为管理者，则要更加夜以继

日地学习，才能跟上医院日新月异的发展

要求，为冀鲁交界地区的居民提供优质的

诊疗服务。”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聊城

二院）党委书记刘跃森形容医院管理者的

工作如履薄冰，来不得半点“含糊”和麻痹。

走进聊城二院，厚重的历史感扑面

而来。在 130 多年的岁月洗礼中，医院

谱写出“由弱到强，成为患者信赖的三

级甲等综合医院”的华美乐章。如今，

在刘跃森的带领下，正向着“建

设成为冀鲁豫周边特色鲜

明、人文深厚的高水平区

域医疗中心”奋力启航。

聊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刘跃森

带领百年老院谱新篇

指明方向  提出“12396”发展战略

补齐短板  形成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传承医道  帮患者花少钱看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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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8 年大学毕业后，刘跃森一

直在聊城二院从事医疗工作。30多年来，

他怀着救死扶伤的信念，从住院医师、

主治医师做起，成长为聊城市杰出心内

科中青年医生、知名专家，解除了无数

患者的病痛。1996 年，他肩负起带领团

队共同前行的重任，担任科主任，历经

多个管理岗位的历练，直至担任院长、

医院党委书记。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化，

他始终牵挂着患者和医院建设，在一个

个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恪尽职守。

“医院地处冀鲁交界，在周边约

100 公里的范围内，只有我们一家三甲

综合医院。由于历史原因，河北省的临

西、清河，山东省德州的夏津地区是医

院重要的患者来源地，外埠的患者占到

40% 左右，医院服务范围覆盖 500 万人

口。”刘跃森介绍说，在“十四五”开

局之年，结合时代要求和医院自身发展

需要，他带领核心团队制定了“12396”

发展规划战略，围绕“把医院建设成为

冀鲁豫周边特色鲜明、人文深厚的高水

平区域医疗中心”这一整体目标，坚持

两大发展理念，突出学科建设三大特色，

实施九大提升工程，建成六大体系，为

医院的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何春明 院长何春明 院长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国医疗水平

尚不发达，且大部分医院集中在城镇，

广大农村地区人民群众无法享受完善的

医疗卫生保障。何春明就出生在这一时

代背景下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自己生

病后医生“药到病除”的经历，加之那

个年代医生崇高的地位，使年幼的何春

明暗暗下定决心，要做一名救死扶伤的

医生。

1987 年，何春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江西医学院，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

他以“我服务，我快乐”为座右铭，凭

借对医疗事业的一腔热血，奋战在临床

一线，用实际行动践行“健康所系，性

命相托”的誓言。他常说：“医生的天

职就是为患者服务，就是用精湛的医术、

最少的费用帮助患者摆脱疾病的折磨。”

30 年时光匆匆而过，何春明也完成

了从神经外科医生、医务科科长、卫校

校长再到医院院长的“进阶之路”。谈

起自己的“火箭上升”之路，他云淡风轻，

微笑着说：“无论是做临床还是做管理，

都需用心用情，保持一颗医者仁心，一

步一个脚印，路才可能走得长远！才能

值得患者信任，真正为患者排忧解难。”

而谈起肩上的责任，他却换了一张“严

肃脸”，掷地有声地说了八个字：“时

不我待，提升内力。”

如今的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已发展成为赣粤闽湘四省通衢医疗、教

学、科研及人才培养的区域医疗中心，

全国医院百强院。连续三年国考中取得

A+ 水平，位列全国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前

10%，江西省前三……何春明说：为了让

赣南百姓足不出省即可享受高质量医疗

技术和良好医疗服务，我们一直在努力。

近年来，高质量发展成为公立医院

发展的主旋律，改变不仅带来了新的挑

战，也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何春明说，

当前高质量发展已进入量化时代，患者

康复情况、医院服务水平等指标是医院

管理的重中之重，而这，无不需要长时

间的积累与沉淀。

“精湛的医术、优质的医疗服务是

医生的立身之本，也是医院的立足之策。”

何春明表示，医院狠抓医疗质量与安全，

持续提高急危重症、疑难病症诊疗水平。

自 2022 年以来，赣医一附院重点发展高

端前沿技术，纵深推进高精尖诊断技术

应用，大力坚持“内科外科化、外科微

创化、医技诊疗化”发展理念，推进医

疗技术创新，在江西省市内率先开展诸

多医疗新技术。文章开头的故事，便是

这一理念落地生根的最好体现。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而赢得

百姓的口碑，不仅要技术的‘硬实力’

也要文化‘软实力’。”何春明介绍，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坚持以患者为

中心，突出以文化人，大力实施“文化

铸院”战略，塑造医院文化品牌，提升

服务理念，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他认为，

和谐医患关系是患者信任的基础，在沟

通方面加强语言和非语言的密切沟通与

交流，医患双方克服心理障碍、地理差异，

处于平等交流状态，将心比心，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医护人员要摒弃只看‘病’不看

‘人’的思想，强化医德医风，厚植道

德修养，在医疗服务中重视对患者的情

感投入，视患者为亲友，开展人性化服

务，努力营造和谐温馨的就医环境，才

能使患者感到温暖，获得患者的信赖。”

何春明介绍，医院大力实施“文化铸院” 

战略，以文化铸医魂，不断丰富文化内

涵，挖掘、传承、发扬、创新文化，塑

造文化品牌，构建新文化体系，用文化

凝心聚力，唱响医院高质量发展主旋律，

打造人文医院、勤廉医院、品牌医院、

幸福医院“四个医院”。

谈起未来，何春明信心满满。他说，

我们将坚持以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为抓手，

深入实施“七大工程”建设，全力推进“强

学科·优服务·树品牌”行动，不断完

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初步形成党建规

范化、专科特色化、医院数字化、服务

人性化、环境人文化的现代医院，为赣

南地区百姓健康、为“健康中国”贡献

力量！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何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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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初心  忠于使命

技术强院  文化铸院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张艳萍 尹晗 

胡海燕）“植入人工心脏，撤离 ECMO，

保护终末器官、挽救生命”。

2022 年 10 月，57 岁的重症心衰患者

温某因爆发性心肌炎连续体外膜肺氧合

（ECMO）辅助 532 个小时，多次尝试无

法撤除 ECMO，且伴随多脏器功能进行性

衰败和难治性肺部并发症，病情岌岌可危。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医学中心主

任刘子由教授组织心脏监护室、心脏大血

管外科、心脏中心手术

室及心血管内科，成立

人工心脏 MDT 团队，

展开病例讨论，为温某

成功进行了江西省首例

人工心脏植入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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