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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王建睿（右一）与受助患者及其家属交谈促进资源合理分配

推动医疗慈善事业发展

步入“十四五”时期，榆林市星元
医院紧抓公益慈善在大病救助等领域
的发展新机遇，进一步与政府主导下
的社会救助制度实现有效衔接，实现
了慈善资源与社会救助需求的互通，
努力推动医疗慈善事业的发展，全力
促进慈善资源的合理分配。2020年
12月，榆林市星元医院联合榆阳区慈
善协会共同设立了“星元医院大病救
助基金”，旨在帮助急危重症及大病困
难患者得到及时救治，缓解就医经济
负担。

为帮助经济困难的急危重症患者
走出困境，榆林市星元医院实施“春立
阳光计划”慈善项目和“威高脊柱侧
弯”脊梁工程等子项目，对符合救助条
件的患者，免费提供相关手术材料。

榆林市星元医院党委书记、院长
王建睿表示，“星元医院大病救助基
金”是医院践行“星元精神、奉献为民、

重德精医、崇学尚新”初心使命，以及
“助人为乐、扶危济困”的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的生动实践，也是榆林市榆阳
区在慈善事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
里程碑。

“星元医院大病救助基金”的成
立，搭建起爱心人士与服务对象沟通
联系的桥梁纽带，成为医院立德行善、
培育品牌的重要平台。

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
榆林市星元医院与慈善协会、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齐心协力、同谋同划、有效
合作，共同高擎慈善旗帜，播撒慈善种
子，用大病救助基金为国家分忧、为患
者及职工家庭排忧解难。

据悉，榆林市星元医院引入政府
资金及组织社会各界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和星元医院全体干部职工筹集
的善款、善物价值达 1500 余万元。
其中，榆阳区政府为“星元医院大病
救助基金”注入200万元，将党和政府
的“温度”通过医院传递给患者。

截至今年11月底，该笔基金已按
规定集中发放7批，共为80名困难患
者支付医疗费用近83万元。

精准推进大病救助工作

全心全意打造“有温度”的医院

榆林市星元医院情系慈善救助，
勇担社会责任，创新惠民举措，定期开
展健康体检、义诊咨询、健康知识培训
等健康扶贫活动，全心全意打造“有温
度”的医院，精准精细推进大病救助工
作落地，持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幸
福感。

“非常感谢星元医院，大病救助基
金给了我们一家新的生活希望。”患者
家属陈恩雄（化名）动情地说，“没想
到，经过申请及相关审核，我们获得了
100%的医疗报销资格，再加上本来

有的医保，不用花钱就把治病了。”据
了解，陈恩雄父母身体都不好，需要长
年吃药。今年5月，陈母不小心滑倒，
被诊断为左股骨粗隆间粉碎骨折，需
要手术治疗。家里没有积蓄，陈恩雄
只能四处借钱，能借的人都借遍了，但
还是没凑够治疗费用。

后来，陈恩雄得知榆林市星元医
院有大病救助基金，怀抱一丝希望，他
写下了大病救助基金申请，经过申请
审核等流程，陈母如愿获得了100%
的医疗报销资格，家里的经济状况也
未因这场大病受到太大影响。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多项创新举措暖人心

“黄主任，我给医院来还欠的医
药费了，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们医

院……”近日，肖龙安（化名）一进门
就将榆林市星元医院普外二科副主任
黄光琳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据悉，肖
龙安的儿子从榆林市星元医院出院近
3个月时，肖龙安终于筹集到钱款，他
马不停蹄地从山东济宁赶到陕西榆
林，把近20万元的医药费补交给榆林
市星元医院的工作人员，这也让他心
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榆林市星元医院自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来，出台多项暖
心举措，帮助患者及其家属积极战胜
疾病，勇敢面对困难，尽快走出困境。

一是患者住院免交押金，急诊患
者先诊疗、后付费；二是医院或其医
共体医院住院的大病及急危重症困
难患者，以及军人、军属、烈属和长期
进行透析、肿瘤放疗等特殊治疗的困
难患者，均可申请“星元医院大病救
助基金”；三是医院为困难住院患者
提供一站式救助服务；四是医院为急
危重症患者开通绿色诊疗通道；五是

榆林城区范围内患者可享受免费上
门接送服务，榆林市域范围内患者享
受免费上门接诊服务；六是特殊群体
出院患者，可预约医护人员入户诊疗；
七是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患者
可享受远程咨询、诊疗服务；八是投保
中国人寿保险的患者可以享受“一站
式”结算服务。

内外兼修强化责任担当

加大力气提升服务能力

为持续把大病救助工作发扬好、
传承好、践行好，以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让更多困难患者享受到大病
救助基金的福利，榆林市星元医院全
面确立了建设“有温度”的医院的发
展思路，认真践行多项暖心惠民举
措，致力于提升患者就医获得感和满
意度。

按照“8个重点专科、8个优势学
科、18个专病中心”的“8818”建设思
路，榆林市星元医院加强微创外科、关
节外科、脊柱外科、心血管内科等重点
学科的建设，实施“科技兴院，人才强
院”战略，先后引进了陕西省首台超高
端双源CT、陕西省第2台3.0T核磁共
振、全球领先的数字乳腺机、飞利浦心
脏专用血管造影机等一大批大型高端
医疗设备，建设全市乃至全省一流的
影像中心、检验中心、微创中心、心血
管病中心和肿瘤放疗中心，为科学化、
精准化的医疗检查提供强有力的保
障，更好地满足患者的就医需求。

此外，榆林市星元医院打造优质
诊疗环境，新外科大楼、医技楼、科研
楼及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地下停车场
等新建工程相继竣工启用，旧院区呼
吸内科、肿瘤科、神经内三科等病区及
专家门诊、药房、研究生公寓、行政楼、
餐厅等13项改造工程圆满完工，医院
诊疗环境得到极大改善，院容院貌焕
然一新，患者满意度和幸福指数明显
提升。

王建睿表示：“我们将进一步加大
对困难患者的救助力度，让宝贵的慈
善资源在扶危济困中得到充分利用，
让每一笔善款都能成为浇灌健康生命
的源泉，我们会持续提高医院的医疗
服务能力，让医院成为患者信赖的‘有
温度’的慈善医院，不辜负社会各界的
信任和期待。同时，我们将不断加强
对基金使用的审核管理，让募捐活动、
基金管理、信息公开更加规范。”

（郭雨）

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打造“有温度”的医院
——陕西省榆林市星元医院创新发展纪实

陕 西 省 榆 林 市 星
元医院是一所集医疗、
教学、科研、康复、预防
保 健 等 于 一 体 的 三 级
乙等综合医院。

多年来，为弘扬和
传承胡星元先生“无私
奉献，造福桑梓”的赤
子情怀，响应乡村振兴
战略号召，该院一直致
力 于 开 展 社 会 慈 善 公
益事业，帮助大病及急
危重症患者走出困境，
在 大 病 救 助 领 域 发 挥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图片由榆林市星元医院提供

医院外景

□本报记者 莫雪

在第34个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
际，记者跟随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驱车4个多小时
到贵港市回访一对艾滋病患母子。

听说疾控中心的专家来访，小苏
专程到村口迎接。经过两个多月治
疗的小苏，脸庞圆润起来，精神状态
也焕然一新。疾控中心关心关爱门

诊的陆春燕更是情不自禁地跟她拥
抱起来。

“如果不是你们的鼓励和关心，我
现在可能就不在了。”小苏发自内心地
感激道。原来小苏的丈夫5个月前离
世，留下了被他传染的妻儿。广西疾
控中心党委持续给予母子俩帮助和鼓
励，不但指导治疗，还捐款捐物，并为
他们联系民政部门和民间救助组织，
每人每月都有1600元的救助，一定程
度缓解了他们的困境。

大家都为她高兴，广西疾控中心
副主任钟革不断地鼓励她：“身体恢复
得很好呀！你要继续按时服药，就像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一样，只要坚
持按照医生的治疗方案，按时服药，一
样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大家围坐在堂屋中间，小苏讲述
起自己和孩子与“艾”抗争的过程。她
表示，现在身体逐渐恢复了，想再出去
打工。看她又有了生活的勇气和对未
来的希望，大家都非常欣慰。

不一会儿，患儿小旭（化名）也放
学回来了，回访人员送给他两个玩
偶。大家鼓励他好好学习，按时服药，
做个勇敢的小男子汉。

钟革介绍，家访及慰问采用面对
面的交流，可以有效地缓解心理压力，
让艾滋病患儿及其家属感受到被关心
关爱的温暖，建立起稳固信任的医患
关系，对抗病毒治疗服药依从性起到
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他们每次
还会带上米、面、油、牛奶等物品，给予

力所能及生活上的帮助。
广西疾控中心关心关爱门诊自

2003年起运行，目前在治600多位患
儿。“这些年经过我们的治疗，按时服
药的孩子长大了，大多正常结婚生娃，
母婴阻断成功率100%。”在回去的路
上，陆春燕展示了她手机中上千张孩
子们不同时期的照片，有刚出生的、两
三岁的，直至上大学、成家……“看着
他们的这些照片，证明我们的努力没
有白费。”

看着他们正常生活，大家很欣慰
安徽“最美医生”

赴界首义诊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婷婷）近
日，安徽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了“学
党史 办实事”——安徽省“最美医生”
走进界首集中义诊活动。

活动中，“最美医生”们发挥各自
专长，与界首当地专家一道，免费为基
层群众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咨询、初
筛、诊断和一般治疗服务，普及宣传卫
生健康政策、常态化防疫措施、慢性病
防治知识等。义诊活动共接诊1000
余人次，安徽省宣教中心和省药具站
发放宣传资料和健康产品上万份。

大连首批医护人员
集中休整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通讯员
王宏彦）近日，来自大连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大
连市中心医院等单位的223名医护人
员完成救治任务，首批从辽宁省新冠
肺炎集中救治大连中心撤离，进行为
期14天的集中休整。

本轮疫情发生后，大连市卫生健
康委第一时间组建13支医疗机动队
和重症、呼吸、中医、心理、内分泌等专
业救治专家组，来自全市11家医疗机
构的933名医务人员先后进驻辽宁省
新冠肺炎集中救治大连中心。随着更
多患者出院，救治中心将各病区进行
整合，医护人员将陆续撤离。

宝鸡三院
投用5G健康服务车

本报讯 （特约记者郭海蓉 通
讯员魏剑）近日，陕西省宝鸡市第三医
院 5G 健康服务车投入使用。据了
解，5G健康服务车将一站式提供多项
检查，5G信号全车覆盖，各项数据实
行信息化管理。

5G健康服务车配备先进的数字
DR放射、电测听检查系统等，可一站
式完成DR拍片、彩超、心电图、各类
血液检测及尿常规检查，并将检查的
各项数据通过5G信号同步传回至院
内体检管理系统。该车可上门提供健
康体检和职业健康体检服务，为单位
组织员工健康体检节约时间成本。

□本报记者 王耀 林丽
通讯员 丁文艳 刘芳丽

随着本轮甘肃省疫情防控形
势趋稳，11月22日起，兰州市中
小学分批复课，在兰高校恢复线
下教学。看到复课信息后，“晚上
睡不着，白天起不来”的高中生小
蕾开始有些焦虑。

小蕾之前因厌学就曾向专业
机构进行过求助，当时她添加了
甘肃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
梁磊的微信。

凌晨1时多，梁磊的微信上
收到了小蕾发来的信息——“梁
医生，我们就要开始复课了，但是
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去学校，一想
到上课就很烦，最近的情绪也很
糟糕，我该怎么办？”

“那你可以说说不想去学校
的原因吗？”梁磊回复。

听了小蕾不想上学的原因
后，梁磊结合自己的感受向其解

释：“我也不想去上班，想到马上
要上班了也有些烦。在家里待得
时间长了，已经习惯这种生活
了，但是现在要恢复到疫情前的
生活肯定有些不适应。”接着，梁
磊告诉了小蕾应该如何为开学做
好各方面准备。

在梁磊的引导下，小蕾谈论
起了自己应该在复课前准备些
什么。潜移默化之中，梁磊专业
的心理疏导、干预起到了良好的
效果。

凌晨3时20分，小蕾向梁磊
说：“辛苦你了，梁医生，感谢你百
忙之中和我聊天。”

“深夜收到求助信息的情况
并非这一例。疫情期间，人们的
作息容易不规律。有的患者容易
在夜间产生不良的情绪反应甚至
是冲动行为。为了能对这些重点
人群及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帮
助到这些人，在保证自己一周睡
眠时间的情况下，我尽量做到夜
晚多守候。”梁磊解释。

深夜守候的心理治疗师

（上接第1版）

催生新技术应用

“世界上集结了一大批包括临床、
公卫、免疫学、病毒学、遗传学等领域
的专家，共同攻克艾滋病治疗难题。”
张林琦说，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后，必
须克服人体免疫系统的抑制，“过五关
斩六将”后才能达到在细胞内复制的
目的。在这么多年的研究过程中，科
学家逐渐明晰了艾滋病病毒的两个非
常重要的特点：一是突变率极高，在人
体刚产生有效的免疫反应后，它就能
够逃逸免疫反应，这是它的生存法宝；
二是可以整合到人体染色体上，成为
细胞的一部分，很难被完全彻底清除
掉，除非是将所有含艾滋病病毒的细
胞清除。在张林琦看来，这两大特点
成为在根治艾滋病和艾滋病疫苗研究
路上的绊脚石。

在与艾滋病斗争的过程中，科学
家们练就了一身本领，也催生了新的
学科发展和一大批新技术的应用。张
林琦以新冠疫苗为例，mRNA疫苗、
腺病毒疫苗、重组蛋白疫苗等，这些技
术方法都是在前期艾滋病研究基础上
发展而来的。“从全世界范围看，目前
研究新冠病毒的科学家基本都是研究
艾滋病出身的。这说明在深厚的积淀
下，艾滋病研究所建立的体系对整体
感染性疾病研究和防治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
“与过去相比，艾滋病疫苗的研发

更加聚焦于精准性。”张林琦解释，以
往的疫苗研发属于病原生物学，但这
一方法对艾滋病病毒基本无效。

目前，已经发现艾滋病病毒在生
长过程中会暴露出结构最薄弱的环节
或瞬间，如果通过各种生物学手段将
此固定住，就可为人体免疫系统争取
更多空间和时间去识别、去瞄准靶点，
让强大的免疫反应消灭掉病毒。“这种
策略衍生出一些新兴的疫苗学科，这
要求科研人员不能只懂得病原学，还
要了解免疫学，懂得免疫系统与病原
之间的相互作用，精细的结构生物学，
以及在多学科基础上的疫苗理性设计
等。这是世界疫苗研发和优化的潮
流，也是我们实验室目前的研究重
点。”张林琦说。

继续啃硬骨头

张林琦将艾滋病实验室研究的进
展总结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发现
病毒，找到检测诊断方法；第二阶段是
了解病毒与靶细胞和人体免疫系统相
互作用；第三阶段是研发出50余种抗

“艾”药物，这些药物的组合使用，使得
病毒在感染者体内的复制得到抑制，
有效率能够接近于99.9%，让感染者
能够与正常人一样生活，药物的有效
性、安全性、方便性、可及性都取得重
大成功。

“这些都实现了，下一个要实现的
目标就是根治艾滋病和艾滋病疫苗研
发。”张林琦用“望山跑死马”来形容艾
滋病疫苗研发工作的艰难性，“虽然方
向清晰，但路有多远，不好说，上山之
后的沟沟坎坎，等待着我们去跨越。”

“与艾滋病打交道有30余年了，
我算是中国第一代的艾滋病研究者。
未来，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
继续努力和坚守。”张林琦说，科研工
作者要耐得住寂寞，需要几十年如一
日维持枯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不断
重复一些技术性工作，保持专注才能
有所发现。面对最具挑战的艾滋病，
要挑重担和啃硬骨头，应该学会给自
己“找麻烦”，充分利用最新的科技理
念和手段。

“对艾滋病发起总攻，根治艾滋病
和疫苗研发的宏伟目标终将会实现。”
这份期盼，给了张林琦在科研之路执
着前行的动力。

张林琦：发起最后的总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