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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0 月，吴家恩带领综合

内科冠脉介入手术团队成功为一名急

性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 37 岁患

者实施了“生物可吸收支架”植入术，

术后患者急性冠脉狭窄解除，胸痛症

状显著缓解，恢复良好，并平安出院。

这是贺州市成功开展的首例“生物可

吸收支架”植入术，标志着医院复杂

冠脉病变的介入治疗又迈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介入诊疗技术实力居于国内

先进水平。

创建“三甲”一年多来，贺州市人

民医院筑巢引凤，汇聚人才，积极构

建人才“引进、培养、合作、储备、

服务、宣传”六大平台，重点开展博士、

学科带头人等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

柔性引进了一批专家到医院挂职，并

输送 600 多名医疗骨干到国内外大医

院进修学习。同时，积极打造亮点专科，

率先在贺州成立了孕产妇危重症急救

中心、新生儿危重症急救中心、ICU、

CCU、生殖医学科，创建首个卒中中心

和胸痛中心，使贺州危重病人的抢救、

诊治水平以及不孕不育技术跨入区内

先进行列，荣获全国卒中联盟授予的

“优秀数据填报卒中中心”荣誉称号。

风起黄姚时光远，云涌姑婆山色

秀。贺州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吴家

恩和他的团队瞄准“大湾区北部最大

最强医疗中心”目标，正在持续奋斗。

“我们医院的呼吸机都由呼吸科管

理，所以，我们呼吸科的医生熟练掌握

各种呼吸机和临床合理使用，呼吸科医

生可以独立完成气管切开、插管和开放

静脉等急救工作，ECMO、血滤这些技术

医护人员都能掌握。”朱惠莉谈起手下

爱将，非常自豪。

谈到越来越细分的专科，她认为，

当面对像非典、新冠肺炎等呼吸感染性

疾病暴发的紧急状态下，对全科了解得

越多，对疾病的评估更全面，对患者越

有利。尤其是呼吸科医生，作为这种突

发呼吸传染病重大事件的首诊医生，更

要时刻绷紧这根弦，坚决杜绝病例流入

社会，造成公共危害事件。其次，呼吸

科的专科医生更应该有能力，掌握必要

的抢救措施。尤其像呼吸系统重症的抢

救技术。“不能靠别人，因为再危险时

刻你可能第一时间就要冲上去。”

现在很多医院都在做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PCCM）的规范化建设，她认为

非常必要。有些三甲医院，不管是以什么

学科发展为特色，对于重症的投入如果不

足，在她看来，还是缺了一个“角”。“所

有危重症都交给独立的 ICU 去处理是不恰

当的，因为每个专科有自己的基础疾病处

理原则，只要专科医生参与进去，结合重

症处理，对患者的治疗才是最有利的。”

相比有些医疗机构在疫情防控初期

的无序和忙乱，华东医院短时间内能迅

速完善发热门诊的人员和设备，有条不

紊地启动疫情工作开展，与他们防控常

态化是分不开的。“在以后的防控工作

当中，我们不但要坚持，而且要加强，

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设备耗材也是朱惠莉分管的工作之

一，小到纱布，大到超声刀都属于一次

性耗材，由于相关定价机制不完善，致

使医院每年亏损非常大，对于医院管理

者来讲，压力巨大。朱惠莉表示，医院

一定会严格执行国家的相关医用耗材使

用规定，为患者的健康做好服务和保障，

同时她也希望，从国家到整个社会形成

一个常态化的、连贯的防控机制以及动

态的价格调整体系，这样才有利于医疗

卫生事业的良性发展。

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今年的春节最

让朱惠莉难忘。下班回家的路上，她看到永

远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的外滩，居然一个人也

没有，在暗淡的灯光下，落寞而孤独，心中

不免五味杂陈。目前，上海随着疫情不断好

转，复工复产、复业复市的人们走上街头，

往日的商场又有了人气，美丽的外滩重新充

满了活力。她说，她还是喜欢这样繁华的外

滩，喜欢这样生机勃勃的国家和人民，无论

付出什么样的努力都值得。

疫情之下，人人自危。保护患者的

安全是医者本分。对于慢性病患者或是

病情较轻的患者，医院执行放宽处方药

量或是“分期诊疗”的方法，一个个给

电话向患者解释，做好后续工作。然而

还有一些急性病患者、重症或危重症患

者如心衰或肿瘤患者，华东医院的态度

是：在做好防护的同时，一切从患者的

病情出发，正常开展诊疗活动。

华东医院是以老年病治疗为优势的

医院，日常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非常

多。“如果是发热的心衰患者来到急诊，

如果全安排到发热门诊，走流程可能耽

误宝贵的抢救时间，会对患者产生不利

的影响，导致基础疾病有可能加重，其

他患者的生命健康谁来保障？”

朱惠莉在区域会诊工作中发现这是

一个模糊地带，必须明确首诊问题。但

有一个原则是不容动摇的：对患者疾病

的抢救处理必须是第一位的。“根据院

感管理要求，在急诊辟出独立区域，给

医护人员配备最高级别的防护物资，在

此基础上，要求医护人员通过初步判断

决定是否接诊，一旦符合急诊抢救条件，

不能耽误患者生命救治！”不简单粗暴

一刀切，时刻以患者健康为首选，细致

而又务实的工作态度让他们疫情期间迎

来患者发自肺腑的关心和尊重。

有位退休老人，经常来华东医院看

病，平时生活条件很一般，看到医护人

员那么辛苦，特意掏出自己的退休金去

市场购买高价口罩送到医院来，他说，“平

时我也没表扬过你们，这是我的一点小

心意，希望你们多多保重自己。”患者

一个微小的关爱举动，让朱惠莉和她的

同事们纷纷感动不已。

日常：抗“疫”也要“对普通患者负责”

学科：专全结合才能培养出“精兵强将”

建议：防控保持常态化才能“处变不惊”

1 月下旬，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从武汉迅速

向全国蔓延。位于上海静安区的上海华东医院也

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疫情风暴之中。朱惠莉副院长

作为主管院感、设备、信息的医院管理者，以及

拥有 30 多年呼吸科诊疗经验的资深专家，来势汹

汹的疫情似乎专门与她“作对”，完善和制定流

程并监督执行，设计相关的每一个环节保证不出

疏漏，千方百计调配物资保证“弹药”充足，甚

至亲自坐镇诊疗前线，诊断疑难杂症……这些，

构成了疫情开始以来她的工作日常，繁忙琐碎的

工作占据了她每一天，直至深夜。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荆冰

贺州市人民医院创建于 1926 年。

2002 年 11 月，上划地级贺州市管理。

2018 年启动创建“三甲”工作。

“创‘三甲’是改善民生的迫切

需要，是建设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的

内在要求，也是推动贺州大健康产业

发展，加快推进“生态贺州·长寿胜地”

品牌建设，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需要的有力保障，更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吴家恩的誓

言铿锵有力。

对照“三甲”标准补短板，一年

时间，贺州市人民医院引进正高级人

才 26 人；建设了康复视光中心楼及后

勤服务综合楼；建立起手术麻醉系统、

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系统、输血管理系

统、医院感染评审系统医院等现代化

信息管理系统；更新和新增 64 排以上

CT、3.0T MRI、ECT、DSA、LA 等 必 备

医疗设备；成功创建了医学检验科和

放射医学影像科 2 个省级重点专科。

2019 年 11 月 13 日，贺州市人民

医院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正式揭牌！这

标志着贺州市拥有了首家高质量、高

水平、现代化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贺州市人民医院正式跻身国家一流医

院之列，医疗卫生水平上了一个新台

阶。这是量的变化，更是质的飞跃。

贺州市人民医院用医疗技术的大提升，

护理服务的大改善，健康水平的大提

速，鲜明印证了“前行为民，前行惠民”

的初心。

“以前我有个感冒发烧，得跑到

10 多公里外的八步城区去看病，现在

有了平桂分院，直接就可以在家门口看

了。”2019 年 9 月 6 日，贺州市人民医

院平桂分院（贺州市平桂区人民医院）

正式开业，医院迎来的第一个患者钟女

士这样说道。

贺州市下辖八步区和平桂区两个

区，由于平桂区设区较晚，长期以来连

一所公立二级医院都没有，群众看病

也饱尝着奔波之苦。在这样的背景下，

贺州市人民医院作为龙头医疗单位，

下沉市级医疗资源打造二级综合医院，

及时补齐了平桂区区级医疗卫生机构

空缺的民生短板。也是贺州市人民医院

积极响应医改工作，通过开展医联体工

作切实推动分级诊疗制度的一个缩影。

除了牵基层医疗机构的“小手”，贺州

市人民医院也拉起先进医疗机构的“大

手”。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结成省际

对口帮扶，创建了贺州区域内第一个血

液内科，并迅速发展成为桂东南地区实

力最强大的血液专科；与广州妇产科研

究所签订产前诊断专科联盟合作协议

书，正式成立大湾区专科联盟；与广州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等合作成立朱晓波教授、

杨尚武博士、俞钢教授 3 个东融名医工

作室；与海军总医院及北京各大知名医

院协作建立远程会诊工作站等等，切实

提高了医院专科技术水平，增强了医院

服务能力。

创三甲医院  打造优质医疗服务“金标准”

拉“大手”牵“小手 ”  发挥区域医疗龙头作用

强人才重学科   技术先行提升服务能力

贺州，广西壮族自治区下辖地级市，位于广西东北

部，地处湘、粤、桂三省（自治区）交界地，中国第一

个长寿市，也是世界长寿市，被誉为“粤港澳后花园”，

是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的主阵地和桥头堡。

如今，贺州又多了一张医疗健康名片：贺州市人民

医院晋升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不仅是贺州市首家“三甲”

综合医院，也是桂东北地区首家“三甲”综合医院，先

行迈出了医疗“东融”的重要一步。

她的“掌舵人”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贺

州市人民医院院长吴家恩。

朱惠莉：战疫情 忆外滩 

▲《医师报》融媒体记者  王建生

吴家恩：争做大湾区北部第一

拉“大手”牵“小

手”，瞄准“中心”目标，

持续奋斗！

疾病的识别能力以

及危重症抢救能力的培

养是今后呼吸专科医生

努力和发展的方向。

朱惠莉  副院长

吴家恩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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