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华飞

激活医院新质生产力  焕发百年老院新生机
随着专科越分越细，

作为不怎么了解自身病情

的患者，如何在第一时间

选对科室、挂对号正变得

越来越有难度。专科细分

的同时，医院门诊科室的

布局也愈发分散，患者就

诊时，跑上跑下，排队等候，

不仅浪费了时间，而且影

响了就医体验。

直面这一难题，常州一

院开始探索以疾病和患者

为中心，按系统来布局相关

科室。

2024 年 2 月，医院正

式开设了症状门诊，让患者

能在第一时间、便捷地找到

自己所需科室与医生。“从

患者的角度，很多时候不知

道自己应该挂内科还是外

科，以腹痛患者为例，其可

能是胃炎、阑尾炎，也有可

能是输尿管结石。患者并不

清楚到底哪个科室最适合

自己。”据华飞介绍，有了

症状门诊之后，患者进行首

诊之后，明确诊断后安排转

诊到相应专科或经多学科

会诊之后再行转诊，这样能

最大限度让患者少走弯路，

接受更规范、精准的诊疗。

早在两年前，医院开

始调整医院的门诊布局，按

照系统布局诊疗中心。例如

在门诊二楼设立消化系统

疾病诊疗中心，整合消化内

科、胃肠外科、肝胆外科等

相关科室。“把相关科室布

局在一个区域，可满足相互

转诊的需要，在一个区域内

就能解决问题。”华飞认为，

这将极大优化服务流程。

在诊疗中心的基础上，

医院进一步优化病区布局，

即相关或一个系统的专科

都设置在邻近的楼层，比

如，常州一院的神经系统疾

病诊疗中心就设立在二号

楼，其涵盖的神经外科、神

经内科、神经康复、神经重

症等科室，都布局在相邻近

楼层中。

在病区布局调整的基

础上更进一步，专病中心建

设正具雏形。与病区不同，

专病中心的模式更为精细。

“原来可能是相关科室在邻

近楼层或同一个诊疗区域

内相互协作，专病中心则是

围绕患者病情，相关科室的

医生一起进行诊疗，以全流

程一体化模式为患者提供

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华飞

说道。

2024 年 5 月，常州一

院正式成立颈肩腰腿痛中

心，以症状为导向，囊括了

脊柱外科、疼痛科、康复医

学科、中医科等相关学科

群，通过多专业、阶梯式的

治疗，以及高质量微创介

入手术，多学科联合为颈

肩腰腿痛患者提供一站式

诊疗服务。截至 11 月，7

个月的时间内共计出院 334

人次，出院患者手术占比

74.55%，其中四级手术占

比 97.99%、微创手术占比

30.12%，通过创新布局激发

的服务潜能正在显现。

在华飞看来，一方面，

以患者为中心，系统化进行

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杨瑞静）你是不是也

曾苦恼，突发肚子疼应该挂哪个科室？你是不是也

曾抱怨，看一个病跑上跑下，在医院里晕头转向找

方向？你是不是也曾无奈，好不容易挂上大专家的

号，排队等到与医生见面，有限的问诊时间里医生

大部分时间都在敲电脑？

这当然不是个例，而是当下优质医疗资源紧缺的

结果与表现。如何破局？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

简称“常州一院”）党委书记华飞认为，优化资源配置、

提升服务效率迫在眉睫，尤其要改变过去分散的门诊

布局，积极引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质生产力。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国家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对公立医院的管理与发展提出了更高

要求。在 2022 年国考中，常州一院首次挺进全国

百强，排名第 81，在 2021 年全

国第 101 名（较 2020 年排名前

进 29 名）的基础上，又前进了

20 名，蝉联 A+。亮眼成绩的背

后有哪些核心管理举措？

从分散走向整合  以患者为中心如何布局

能否将医生从繁忙的

文书工作中解放出来，把

时间多留一些给患者？而

这也成为常州一院与全诊

通、百度等公司合作研发

病历文书 AI 辅助生成系统

的关键因素。

据了解，医院一直在

全面优化病历文书 AI 辅助

生成系统。患者挂号成功

后，智能医生助理会模拟

临床医生对患者进行提问

和引导，在多轮问答对话

中，患者即可完成预诊病

情录入，智能医生助理根

据接收的信息，自动生成

预问诊病历，并同步至医

生工作电脑端。“如果患

者回答得很好，医生在电

脑上点引用，病历就直接

生成了。”华飞说道。

与此同时，AI 也参与

到问诊环节。智能语音开

启之后，通过录入、分析

医生与患者的问诊记录，

系统便可以自动生成病历

信息，医生只需审核即可。

“这样医生就不用一边问

诊一边还得敲键盘写病历，

大部分时间都可以面对面

与患者沟通。”华飞认为，

这将大幅提升患者的就医

体验。

除此之外，AI 在手术

辅助规划、病理分析、影

像诊断识别、健康咨询、

患者教育等方面都能发挥

很大优势，自动完成大量

重复性工作，让医生有更

多时间专注于病例诊疗和

与患者的沟通，提高医疗

服务质量和效率，缓解医

疗资源紧张的问题。

“在当今时代，AI+ 医

疗场景的数字化转型已是

大势所趋，不仅是技术进

步的必然结果，更是提升

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改

善患者就医体验的关键途

径。”华飞认为，作为医

院领导者，有责任推动这

一转型，带领医院全体人

员凝聚共识，先行先试，

让科技真正惠及人民健康

服务。

然而，数字化转型不

能仅靠医院，新技术与传

统医疗的深度融合需要高

度的技术创新和跨界合作。

为了确保技术的前沿性、

稳定性和安全性，常州一

院与国内外知名科技公司

如华为、杭州全诊通、上

海商汤等建立战略合作关

系，共同探索健康新质生

产力的应用。

“拥抱人工智能和互

联网医疗是一场漫长而充

满挑战的旅程。”华飞表

示，只要坚持以人为本、

注重数据安全、促进跨学

科合作、持续学习适应变

化、注重伦理责任并加强

患者教育与沟通，就一定

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更稳。

在注重医疗质量、

优化就医流程、提升服

务效率、改善患者体验

的 同 时， 华 飞 十 分 清

楚，作为医疗服务与各

项政策的执行者，医院

职工的管理如果没有到

位，一切改革都是“纸

上谈兵”。

就在近段时间，一

则关于常州一院手术室

餐厅的短视频被频繁转

发，“五星级自助餐”

似的就餐环境惹来同行

的诸多羡慕。为了让忙

碌的医护人员吃上“热

乎饭”，常州一院升级

改造了手术室餐厅，不

仅扩建了餐厅面积，同

时还增设了备餐间及休

闲水吧区域，为手术室

医护人员打造了一个舒

适、整洁、高品质的用

餐空间。

而这只是常州一院

进一步提升职工幸福感

的诸多举措之一。通过

精准调研职工需求，医

院先后出台了两期“职

工幸福工程”实施方案，

组织开展各类送“幸福”

工作。

例如，开展“巴林

特小组”“中医养生”

等活动，全方位呵护医

护人员的身心健康，缓

解其职业倦怠和心理压

力； 举 办 年 度 表 彰 大

会、元宵游园会、三八

国际妇女节系列活动、

好医声歌唱比赛等活

动，不断满足新时期职

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开展拔河比赛、

篮球联赛、羽毛球比赛

等 体 育 竞 技 活 动， 更

全面地展现职工积极进

取的精神风貌；创新开

通职工就医绿色通道、

设立职工住院医疗互助

基金，为职工撑起健康

“保护伞”等。

从普通住院医师一

步步走向管理岗位，一

线工作的经验与了解，

让华飞更能站在医务

人员的角度思考与制

定政策。“管理人员，

只有了解了一线员工

的工作与生活，才能更

好地与他们进行沟通

交流，从而获取他们的

支持与响应，这样的管

理才会更有效。”华飞

说道。

而支撑所有管理与

改革的，则是常州一院

百年沉淀的人文精神指

引。“医学人文精神是

医院的灵魂与精神支

柱，是医院发展的软实

力与内生动力。”据华

飞介绍，通过深挖医院

百余年的文化精髓，医

院提炼形成了常州一院

人“厚仁、博术、精勤”

的精神。

依托口述历史书籍

《真儒记忆》、IP 卡通

形象及相关文创产品、

人文讲坛、道德讲堂等

多个平台与品牌建设，

常州一院积极传播人文

精神，涵养全院职工仁

心仁术的医者品格，让

患者充分感受沁入心田

的“常一温度”。

关于医院未来发展

规划，华飞也早已了然

于 胸 —— 以“ 党 建 立

新，文化铸魂，人才筑

基”为支撑，打造“质

量安全提升、健康服务

优化、运营管理高效、

智慧医院赋能、专科能

力提升”五大体系，最

终实现患者满意、员工

幸福的目标。

从人工走向智能  让医生更多时间留给患者

华飞 党委书记华飞 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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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沁润  从一线出发激发管理效能

科室与医疗资源的布局，

不仅有利于患者少跑路，

而且能激发各科协同、系

统诊疗，为患者提供更规

范、精准的治疗；另一方面，

围绕某一病种，各科医生共

同进行相关诊疗，患者相

关资料就会形成一个完整

的临床数据库，为临床科

研提供帮助，科研反哺临床，

共同助推医疗水平与能力

的提升。同时还可以加强各

专科团队协作能力，提高

医生的整体诊疗思维能力。

常州一院与知名科技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常州一院与知名科技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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