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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增强“三医”改革步调的一致性；建立
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将高质量发展成果不断规划为制度机制，实现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卫健委体制改革司司长  杨建立

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公立医院要在健康促进、医疗保障和医疗科技
创新等方面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党委书记  赵丹丹

大型公立医院肩负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推动科技创新以及满足群众日益
增长的健康需求的重任，如何在新形势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医疗效率和
服务水平，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重要议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  瞿介明

让优质医疗资源“动”起来
医师报讯（通讯员 黄任为）专家下沉，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看名医；

远程会诊，让名医专家“触屏可及”；云入院，实现家门口社区办理住院；

医联体建设，让优质医疗资源与技术多“跑路”，让患者少“转圈”……

近年来，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杭州市一医院”）坚决

贯彻落实国家分级诊疗政策，多层次、多渠道开展医联体建设，以高质

量发展为主线，先后“牵手”25 家医疗单位，建立多形式医联体合作，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便捷、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床位共享  按下转诊“快捷键”
不 久 前， 伊 阿 姨 在

杭州市拱墅区长庆潮鸣

街道卫生服务中心做常规

B 超检查，报告显示她有

胆囊多发息肉，较大者达 

1.3cm。面对结果，中心

全科站长操丽惠迅速为

伊阿姨规划后续治疗路

径，于 14 点 36 分将相关

检查资料发到“杭州市一

医院与社区全科医师沟

通群”，同时在杭州市双

向转诊平台发送转诊申

请，杭州市一医院接收到

转诊信息后，于 14 点 47

分（11 分钟后）落实好

了肝胆胰外科的床位，并

通知患者可立即出发前

来住院。

住院期间，伊阿姨进

行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手术很顺利，由于手术微

创切口小，手术第二天伊

阿姨就顺利出院。这份速

度与效率，让伊阿姨感慨

万千：“在我还未来得及

过多紧张之时，便已顺利

出院。”

这 是 杭 州 市 双 循 环

“云入院”的缩影。目前

杭州市一医院结合全新

“全院一张床”管理模式，

在保证医疗安全前提下，

打破科室间床位壁垒，对

全院开放床位进行动态

化管理，统筹管理本院实

际利用床位和各中心预

约上转床位，以流程再造

方便患者，以信息支撑提

升效率，以整合型模式服

务患者，让中心—医院转

诊无缝衔接。

流程细化 给转诊更多便捷

双向奔赴 盘活医疗“资源池”

“准妈妈”郑女士通

过上城区南星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预约杭州

市一医院颈后透明带扫

描（NT 检查），虽然是

第一次来杭州市一医院

就诊有些陌生，但她发现

当天从缴费到检查结束，

医院有专门工作人员帮

助她。看完病回家后不

久，她还接到了中心的回

访电话。

在 杭 州 市 一 医 院 就

诊，患者可以享受“优先

就诊、优先检查、优先住

院”的三优先服务。其中，

“优先就诊”主要体现在

杭州市一医院为中心家

庭医生提供早于社会面

14天的普通和专家号源，

为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未

使用号源也会尽快返回

医疗机构，继续向社会面

开放。

这 不 仅 解 决 了 居 民

挂上级医院专家号难的

问题，也实现家庭医生主

导下初级诊疗、精准转

诊，由家庭医生帮助居民

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最

合适的医院、最合适的科

室就医，防止老年患者因

不会使用网上挂号延误

治疗，同时避免居民因专

业知识不足挂错科室造

成反复就诊和号源浪费。

“ 如 今， 家 庭 医 生

已经被签约居民视作健

康管家甚至亲人、朋友，

他们是推进分级诊疗各

个环节精准化的重要把

关者。杭州市一医院下

沙院区院长邵晖表示，

我们深知做好服务的重

要性，只有持续优化签

约居民就医流程，把中

心家庭医生转诊患者的

服务细节做到极致，才

会不断提升签约居民的

就医体验，让签约居民

和家庭医生都放心。

真正的双循环，是让

市级医院和中心整体形成

良性互动，这需要市级医

院与各个中心“双向奔赴”。

2023 年 起， 杭 州 市

一医院联合多家中心开

启区域远程影像闭环式

管理工作，实现区域内各

医联体成员单位影像诊

断的互联互通，为基层医

生提供疾病诊疗方面的

指导，力求实现“早发现、

早治疗”。

“ 杭 州 市 一 医 院 与

各中心‘牵手’既能推动

医疗资源共享与优势互

补，更能盘活区域的医疗

资源，不断提升医联体建

设的广度、深度和紧密

度。我们会根据各中心的

特色，进行个性化、多元

化的合作，在医疗管理、

医疗技术、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等方面，与各中心

展开更多全方位、多层

次、常态化的交流与合

作。”杭州市一医院党委

书记童向民表示，杭州市

一医院将继续联动各基

层成员单位，推动医联体

工作向纵深发展，让优质

医疗资源“动”起来、“活”

起来，以医联体之“通”，

破解群众看病之“痛”。

学科建设

医院党建

重症医生要走到患者床边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

者 宋箐）建设好重症医学

科的关键是什么？浙江大

学医学院附属浙江医院原

党委书记严静认为，学科

发展离不开明确方向、优

秀学科带头人和一支强有

力的团队，从技术到理念，

都必须与重症患者救治的

需求相匹配，并且要追求

高标准和规范化的发展。

“科技的飞速发展为

重 症 医 学 科 带 来 了 更 多

的治疗可能性，人工智能

等前沿技术大有可为。”

在 严 静 看 来，ICU 的 患

者情况错综复杂，涉及的

信息量巨大。除了依赖团

队 的 集 体 智 慧 和 精 湛 的

技术操作，人工智能辅助

也 将 成 为 医 生 的 得 力 助

手。通过融合患者的医疗

数据和现有的医学知识，

我 们 可 以 更 早 地 识 别 重

症患者，预测他们的病情

发展，包括判断是否可以

拔管等。此外，这种信息

化 的 方 法 还 能 对 脓 毒 症

和 急 性 肾 损 伤 患 者 进 行

早期预警，判别病情的严

重程度。这些复杂的医疗

判断和决策，都能通过先

进 的 信 息 化 手 段 得 以 实

现和优化。

此外，ICU 医护人员

的敬业精神、人文关怀和

责任感也是推动学科发展

的关键因素。对于医护人

员而言，岗位胜任力至关

重要，而达到这一水平需

要经过大量的培训，包括

系统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技能的提升，以及在临床

实践中的不断学习。

“我们现在非常重视

教学和培训，将技术的掌

握作为我们开展临床工作

的基石。”严静强调，医

护人员要亲自到患者床边，

深入临床，才能更好地观

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将医

学知识和技能有效应用于

实际治疗中。

此外，临床和科研的

紧密结合对于推动学科发

展同样至关重要。“医疗

团队需要深入研究，将科

研与临床工作相结合，并

确保质量控制，这样我们

的救治成功率才能进一步

提高。”

目前，浙江省重症医

学领域内的重症医学研究

中心、工程技术与指导中

心等在严静牵头下，形成

了一个以浙江医院为主导、

全省医院整体联动和同质

化发展的网络，构建了全

省范围内的重症救治体系。

医师报·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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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为魂 夯实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根基
▲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 林章雅

医院文化是守护医者

精神家园、护航人民身体

健康的重要支撑。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

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福

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以更高的站位、更强的决

心、更务实的行动，全力

推动医院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

立起来、活起来、用起来。

2021 年 5 月 1 日， 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复旦大学

附属华山医院福建医院、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滨海院区）开诊，标

志着医院迎来发展新阶段，

“附一愿景”也随之丰富、

充实——打造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样板，建成在全国

有影响力的高水平研究型

医院。

“一院多区、一体多

翼、协同发展”的格局形

成后，面对不同院区间如

何统一共识、接续奋斗这

一课题，医院出台《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文

化建设与管理办法》，进

一步强化文化建设与管理

的体系化、制度化。医院

成立文化建设与管理领导

小组，凝聚工作合力，为

医院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的保障。在此基础上，

医院四大院区文化建设同

向发力，强化共识引领，

促进了多院区文化建设的

同质化。

2022 年，医院开展历

史上首次全院性文化大讨

论，凝全院之识、集全院

之智，形成医院文化共识，

并将成果转化为《文化共

识蓝皮书》，作为全体“附

一人”的行动指南与行为

准则，让“附一文化”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

医院还牵头成立福建

省首个医联体文化宣传联

盟，打造联体连心、共享

共赢的文化宣传新模式，

为促进医联体高质量发展

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