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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随感 我们有话说

让医疗插上
互联网的翅膀
▲  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 储慧民

互联网时代  
医生如何打造自己的品牌？

医师·自由执业

医生集团或助力医生打破旧体制
▲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 廖新波

医改过程中有很多瓶颈

问题难以解决，其症结是医

生仍然禁锢在旧

体

制里面。细心的人士会发现，

最近国务院出台的 45 号文件

（“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

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从多个方面为医生多点执业

铺设道路。

文 件 提

出，“控

制

公立医院规模，规范公立医

院改制”，这使政府和市场

的边界越来越清晰。又比如

“促进大型设备的共建共享”，

这实际上是一种“第三方检

查”，这使医生走出去之后

也有平台……这都在不断推

进医生多点执业。

医生集团的出现，不仅

仅是促进多点执业。它将使

医务人员有质的改变。

比如个人自由、避免

过 度 医 疗， 改 善

服务态度。

然 而，

对于医生而

言，其在医生集团中只是技术

人员，经营和打造品牌需要第

三方专业帮助。医生集团和

分诊医疗运行中，医疗机构、

医疗质量、医保资金三者如何

实现有效转动事关发展前途，

其中三个原则十分重要。

第一，因势利导，加强基

础医疗机构建设。要像麦当劳

一样，保证连锁品质。首先要

给人们一种视觉规范，让大家

感到走到哪儿质量都一样。    

第二，解放基层医疗机

构。对于技术准入，国家要重

新思考。很多成熟的技术不应

该以医院等级作为准入前提。

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一些苗

头。在基层，将药品进行等级

划分的基本药物制度使医生

的价值难以实现。

第三，使医生成为自由人，

让医生不管在大医院还是小医

院，其价值都一致。医生集团

类似一些组织形式的出现，将

会倒逼支付制度的改革。

打通医生集团的任督二

脉，关键在于医院院长要改变

办院宗旨。广州一家医院与时

俱进，合理利用公立医院剩余

的资源。如提供手术室，为

医生多点执业创造良好平台。

（根据作者讲话整理）

金华中医院外科副

主任医师王光宝：我总结

八个字，专业、用心、坚持、

用情。专业就是作为一名

医生，在互联网上发表

的医学言论要专业。

坚持，我每一两天

都会有更新微博。

用情是站在患

者的角度看医

生，站在医

生的角度

看患者，

做 一

个

沟通的桥梁。

北京急救中心医生贾大

成：医生口碑靠口口相传，

远远不够。要学会充分利用

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

视、互联网。我从 80 年代开

始和北京媒体保持良好关系，

医生不要对媒体有抗拒，他

们是我们的战友。媒体发表

文章也要与医生多沟通。

中日医院肛肠科主任王

晏美：打造医生个人品牌是

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把互

联网的作用看得过大。内

涵建设一定要跟上。如果

仅靠平台，那成忽悠了，

最终形成不了医生在患者

中的品牌价值。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

综合病区主任谢汝石：从

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

从心做起。让身边接

触过的每一位患者

在离开你的时候都

很愉快地跟你握

手微笑，粉丝

圈 自 然 就 会

越来越大，

路 自 然

也就越

走 越

宽。

医生都希望得到患者

和行业的认可。在此道路

上，医生需要具备扎实的

功底、足够的患者、一定

的社会影响力，这离不开

对互联网资源的利用和高

效合作团队的保障。

如何让患者找到自己？

首先要取得更多患者的理解

和信任，要使他们对自己擅

长治疗的疾病有更深、更全

面的认识。在此方面互联网

优势明显。在一家业内知名

互联网平台上，我介绍了自

己擅长的疾病，平时发一些

科普文章上去，再链接到自

己的微博上。如今，我的总

访问量已达 45 万，患者看

过后会对我有印象。同时，

我们还开通了患者教育微信

平台。患教内容也可以在病

历夹中生成，让患者了解自

己的病历，得到治疗计划和

寻求医生指导。

此外，还可以开通网

上医生宣

教。在我们

的 掌 上 会 诊

中 心， 心 内 科

医 生 已 超 过 350

名。有时一张图纸

就可以帮助患者解决

问题。利用这样的平台，

可以向基层医生普及教

育。基层医生遇到难以诊

断的心电图，平台上的上

级医院医生可以给予指导。

基层医生对患者的治疗和

转诊就有了十足的把握。

再者，还可以创建帮

助建立学术影响力的平台。

在我们的平台上，会专门

传播学科发展中最前沿的

内容，帮助树立在本专科

的影响力。

让医疗插上互联网的

翅膀，高效的团队是发展

的保障。我们医院做了很

多探索。如手机查房、滴

答

清

单 、

病历夹。

手 机 查 房

可 以 让 医 生

随时随地查看

患者健康档案；

滴答清单是手术安

排应用；病历夹不仅

可以用来随访，还可以

进行统计分析。

网上又有伤医杀医事件发生，

通知又有各种奇葩的医疗投诉，

急诊又遇到无理取闹的患者，

身边又有年轻的前辈累倒在

工作岗位，

以前总觉得这些新闻离自己

很远，

缺心眼的我，

以为我以微笑面对，

世界仍然美好。

但是，

网上又有伤医杀医事件发生，

通知又有各种奇葩的医疗投诉，

急诊又遇到无理取闹的病人，

身边又有年轻的前辈累倒在

工作岗位……

我的心不再平静，

开始寻找坚强的理由。

我知道，

每一个医闹的背后都有一个

悲惨的故事，

病痛的折磨，

就医的艰辛，

生活的不易，

结局的不幸……

这些也许值得同情，

但是“医闹”把自己的不幸

当作向医生讨伐的理由，

而且理直气壮，

即使被送上刑场也当作是英

勇就义。

舆论、媒体和看客，

都一边倒的站出来维持所谓

的“公平和正义”。

你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你们就那么喜

欢看热闹？

生命如此脆弱，

敌人如此凶残，

在理想与现实中间，

总是在夹缝中生存，

要求有尊严地活着，

成为医生的迫切诉求。

作为医生，

我以为

我有一颗博爱的心，

宽容的心，

理解的心，

坚强的心，

曾经自豪于自己

因为可以救死扶伤而甘愿牺

牲奉献。

但是，

当网上天天出现“医闹”的

时候，

当身边经常出现“医患纠纷”

的时候，

当每天坚守岗位的同事遭遇

“过劳死”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我只有一颗易碎

的玻璃心，

需要好好呵护，

为了理想，

为了对医学的热爱，

为了对事业的执着……

可是，

当我的心碎了，

我该怎么办？

我也有颗易碎的玻璃心
▲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郝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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