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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发展
创建基层能力提升“云平台”

为深化医联体内部的合作交流、
实现同质化管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墨池大查房”正式上线，以互联网
技术为支撑搭建能力提升“云平台”。
医院希望以此为平台，打破时间、空间
限制，与业界同人共享经验、共同学
习、共同提升，促进兄弟科室、单位间
的良性互动，助力同质化、高质量发
展，提升区域对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
的能力，进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
医疗服务。

今年3月18日，首期开展的查房
活动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
任医师何萍博士主持了以罕见呼吸
病案为主题的讨论，7家医联体成员
单位通过线上形式积极参与互动。
同步，医院对口支援单位——甘孜州
得荣县人民医院提供相关病例，并进
行了讨论。

下一步，医院计划通过该平台，
组织优势力量，开展不同主题的查
房活动，充分发挥市级公立医院的

“排头兵”作用，帮助基层医务人员
开阔视野、发散思维，建立规范的医
疗临床体系，使区域患者受益。

打破界限
构建智慧型医联体

为进一步深化医疗体系改革，
彰显网格化城市医联体作用，成都
市第三人民医院“墨池精品课程”系
列活动正式上线，成为区域内推动
医联体成员单位同质化改革的全新
尝试。

医院致力于通过远程网课等新方
式，深入探索“智慧型医联体”建设，充
分发挥医院网格化城市医联体引领作
用，通过进一步深化医院和医联体单
位间的合作交流，提高业界临床技能、
业务水平，推动区域内医院的高质量
建设发展。

今年3月24日，首期课程主题聚
焦“基层临床服务能力提升”，培训课
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多位专家围绕基
层危急重症、基层慢病管理主题，进行
了精彩分享，为基层临床医务人员送

上了新观点、新技术、新视野。全市各
级医疗单位共上万人次在线点击观看
培训课程。

老有所医
建立疾病防治移动服务站点

人到老年，最关心的就是身心健
康。有数据显示，我国有75%以上的
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老有所
医”的需求十分迫切。

为深入贯彻国家、四川省老龄
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健康成都
2030”规划纲要》等相关要求，成都
市第三人民医院创新建立“墨池大
夫服务站”。

服务站组织骨干力量，通过公益
筛查、健康义诊等形式，将优质医疗

服务送达中老年群众中。服务站从
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增进人民群
众健康福祉的高度，充分认识开展老
年人健康保健、疾病预防的重要意义，
强化老年健康知识宣传，做好老年疾
病预防保健。

触手可及
打造健康教育全媒体矩阵

今年3月23日，医院原创品牌融
媒体——“墨池健康大讲堂”健康科普
频道上线首播。与大众见面的科普频
道以“聊聊健康那些事儿”为主题，每
周三16∶30准时开播，每期一个话题，
聚焦百姓关注的健康热点话题。

医院以网络平台为载体，围绕常

见病、多发病等进行健康科普宣传，
针对大众生活中不同方面的健康问
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专业性的
指导。

同时，医院院报、院刊、官方微信
公众号、官方微博、官方网站等同频共
振，打造健康教育全媒体矩阵，努力为
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
务，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水平。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始终把患
者的需求作为医院提供医疗服务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弘扬“大医精
诚、厚德积善”的医院精神，深入开展

“人文医院再出发”活动，着力培育和
塑造医学人文精神，打造有温度的医
院，提供有关怀的医疗，培养有情怀
的医者。

墨池系列活动是医院为更好促进
高质量建设发展的创新之举，也是深
化医联体成员单位间合作交流、实现
同质化管理的系列活动之一，医院以

系列活动的开展为契机，努力打造人
民群众满意的医院。

伴随活动的深入开展，医院将进
一步发挥牵头引领作用，建立医联体
成员单位间规范的临床医疗体系。

放眼未来，医院还将以“全心全意
为患者服务”的理念为根基，持续创新，
为患者提供更加便捷的健康服务。

（黄江涛 刘之超）

四川省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打造“墨池新文化”传递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洗墨池，最早为修筑
城墙挖土所致。西汉著名
文学家扬雄居此之后，曾
在池中洗笔涤墨，故后人
称之为“洗墨池”。

2013年，青龙街“洗墨
池”被确定为成都市首批
文化地标项目，成为成都
记忆的文化地标。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位 于 洗 墨 池 旁 ，始 建 于
1941 年，是集医疗、科研、
教学、预防、保健和康复
为一体的国家三级甲等
综合性医院，是四川省首
批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
单位。

医院创新打造墨池文
化理念，“办一家有温度的
医院 做一位有温度的医
者”已成为每一位三医院
人的共识。

为更好地为人民群众
办实事，落实医疗核心制
度，促进医院高质量建设
发展，深化医联体成员单
位之间的合作交流，成都
市第三人民医院在2022年
度开展“墨池大查房”“墨
池精品课程”“墨池大夫服
务站”“墨池健康大讲堂”
等活动，充分发挥成都市
第三人民医院牵头引领作
用，灵活运用院报、官网、
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
号等平台，打造科学、权
威、原创、多元化的健康科
普体系，针对不同受众群
体，开展“精准健康传播”，
同时，建立规范的临床医
疗体系，提高医联体成员
单位对常见病、多发病、慢
性（共）病及未分化疾病的
预防、诊断和治疗水平。

图片由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提供

3月18日，医院“墨池大查房”正式上线。图为该院与对口支援单位——
甘孜州得荣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就相关病例进行“云平台”讨论。

医院与对口支援单位——甘孜州理塘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就相关病例
进行“云平台”讨论。

□通讯员 刘春燕
特约记者 熊志翔

程风敏

身体不适可以找医生挂号就
医，科研遇到难题也能挂专家号
看“病”开“处方”了。重庆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近日成立科研门诊，
帮助医务人员解决科研中遇到的

“疑难杂症”。
首次“坐诊”的专家是该院院

长徐波、肿瘤内科主任李咏生和
血液肿瘤中心主任刘耀。“想让各
位专家针对我目前撰写的项目申

报书提出一些指导意见，帮助我调整
和理清一下思路。”神经肿瘤科主任杨
海峰是首个带着科研难题前来“就诊”
的“患者”。

“这份申报书的创新点就在于标
本的创新，但是标本是否真的创新也
需要打个问号。”“需要重点考虑一下
整个实验的可行性。”“建议从实施细
节上把控基础试验的费用，如要进行
测序，可选择相对少见病或罕见病着
手。”在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就诊”过程
中，各位专家针对申报书里的“症状”，
抽丝剥茧，深挖“病根”，分别开出了科
研门诊“处方单”。

“就诊”结束后，杨海峰表示，“坐

诊”的几位专家不仅从课题的设计思
路、技术路线以及实施细节等方面作
了详细的分析，同时还直击课题申报
书的核心问题，针对“症结”开出“处
方”，“让我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从临床
实际出发做好科研，收获很大”。

“为了充分发挥科研门诊的咨询
和指导作用，医院后续将根据不同科
研人员的科研需求，不断调整与完善
科研门诊，促使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
协同发展，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强
有力的科研支撑。”该院科研外事科主
任綦俊表示。

目前，科研门诊实行预约制“就
诊”。由科研门诊办公室月初发布预

约通知，并及时汇总预约情况。
同时，根据预约需求统筹安排专
家“出诊”时间，每月一次。有“急
诊”需求的科研人员填写“急诊”
预约表，由专家评定，确需紧急处
理的，须在一个星期内“出诊”。

据悉，科研门诊还将邀请院
内外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循证
医学、大数据、伦理、临床研究政
策等相关背景的专家为临床医护
人员“把脉问诊”；组建临床研究
方案设计与数据统计分析服务团
队，提供科研咨询服务。专家采
取每月轮值的方式“坐诊”，视情
况进行现场“接诊”或线上答疑。

“让我学会更好地做科研”

□特约记者 刘翔

“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无症
状的高尿酸血症。因为该病没有
任何症状，大多数患者一般不会
主动就诊。收集的样本不够，科
学研究就无从下手。”山西省人民
医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路维无
奈地说。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生
经常会遇到很多问题，如统计样
本选取、实验动物甄选、流行病
学调查等。虽然研究生都配有
导师，但因医学专业性极高，科
研中涉及的很多问题需要更多
专业人士加以指导，给出意见。
针对这些问题，山西省人民医院
特别开设了科研门诊。这是该

省首家开通科研门诊的医院，旨在解
决研究生在开展课题研究时遇到的

“疑难杂症”。
据介绍，科研门诊目前由统计

学、流行病学、实验动物学、分子生物
学等领域的9名专家组成，主要针对
研究生课题选题、实验设计、数据库
建立等问题提供咨询意见。从2021
年 4 月开诊以来，门诊免收“挂号
费”，对于研究生提出的疑难问题，还
可进行“会诊”和“转诊”。通过一年
运行，该门诊累计接诊400余次，主
要咨询问题为数据统计、样本量计
算、论文撰写等问题。

通过这一特殊门诊服务平台，不
少同学收获颇多。2021级研究生王
臻琪颇有感触地说：“医院为我们搭建
了这一免费的科研咨询平台，确实是
想学生所想，真正解决了我们科研学

习中的难题。”
“我在医院科研门诊的指导老师

是高媛媛，她让我对各样本组1∶1配
对，很好地解决了样本少的问题，减少
了混杂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使结果更
具说服力。”路维说道。

科研门诊不仅要解决学生在科研
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还要培养研
究生的科研思维，有利于提高他们的
科研创新能力。

“我的研究方向是基因对肿瘤的
调控作用，它依赖于数据库的挖掘与
文献调研的结果。科研门诊老师一
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科研上的逻辑漏
洞——仅依靠数据和文献并不能充
分证明所研究的基因对肿瘤的调控
作用，而需要靠扎实的基础实验，从
基因正反调控的角度，佐证自己先
前提出的假说。”山西省人民医院

2021级神经外科研究生牛晓辰
表示。

科研本身具有非常严密的逻
辑，对于刚读研一、研二的研究生
来说，这方面的训练还有待加
强。山西省人民医院科研门诊的
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的科研
逻辑与思维。简单地说，就是要
通过文献查阅和实验数据分析，
对已有的数据进行解读，得出相
应的结果。还要对已有的实验结
果进行设计，进一步细分研究方
向或领域。

此外，要在前期预实验的基
础上发现新的科学问题，并进行
解决。山西省人民医院科研门诊
的指导老师马月宏表示：“这也是
我们最想教给研究生的一种思维
方式。”

这个门诊把脉科研痛点

本报讯 （记者李季）日前，河
南省南阳市组织医疗机构全员院感
知识考核，旨在切实加强院内感染
防范工作。此次考核总计有205629
人 次 ，其 中 卫 生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164399 人次、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41230人次。

南阳市卫健体委事先印发《关于
在全市医疗卫生单位开展全员院感知
识考试考核工作的通知》，对该市各医
疗卫生单位在线考试App注册人员

进行院感知识培训及考试预练；随后
开展 3轮全员院感知识线上考试考
核。同时，组织6个考核组，对委属委
管医院开展全员院感知识抽检考核。
4月27日，考核组一行对西峡县医疗
机构院感知识全员考试考核开展抽查
抽检，随机抽查西峡豫西健和医院、西
峡县人民医院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对
其进行闭卷院感理论考试，对医院保
安、保洁等进行随机检查，重点考核实
践操作。

河南南阳院感知识考核覆盖全员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 林丽）
近日，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制定印发《甘
肃省血站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意见
（2021—2025年）》。《意见》提出，将
完善无偿献血保障政策、加强血站服
务体系建设作为政府重要职责，保障
投入、完善制度；到2025年，建成与全
省经济发展相适应、与医疗卫生相匹
配、与临床用血需求相协调，体系完
整、运行高效的血站服务体系。

《意见》明确，优化血站整体布
局。全省设置1个省级血液中心；除
兰州市外的13个市州各设1个中心
血站；血液中心和中心血站难以覆盖
的县可根据需要，依托县办综合医院
规划设置1个中心血库。

《意见》明确，继续加大采血点和
储血点建设。经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批准，血站可设置分支机构和储血

点。血站设置固定采血点（室）和流动
采血车的，应当报甘肃省卫生健康委
备案。在各县（市、区）至少设置一个
固定采血点；对于年采血量较大且相
对稳定的采血点，应当逐步建设成为
固定献血屋；各地要积极推动将献血
屋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对流动采血车
停放提供支持。

《意见》还明确，加强无偿献血宣
传、教育、组织、动员等工作，将无偿献
血工作与精神文明建设、卫生城市创
建等结合。建立个人、单位、社会有效
衔接的无偿献血激励机制，定期开展
无偿献血表彰活动。开展“互联网+
无偿献血服务”，加强无偿献血宣传招
募和献血者服务人员队伍建设，提升
血站智慧化管理水平。组织开展献血
者满意度调查，实现无偿献血者及其
亲属用血费用出院直接减免。

甘肃构建优质高效血站服务体系

本报讯 （特约记者赵君凤）日
前，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政府与宁
夏医科大学举行校地合作签约仪
式。据悉，双方将共建临床教学与实
习平台、人才引进平台、继续教育平
台、科研创新平台、挂职锻炼平台、思
政实践平台，打造协同发展共同体。

灵武市委副书记、市长杨玉龙指

出，开展校地合作既能发挥宁夏医科
大学的医疗资源优势，又能进一步提
升灵武市医疗服务水平。宁夏医科
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姜怡邓表示，
宁夏医科大学将立足办学优势与特
色，拓展合作资源和领域，促进地方
与学校实现优势互补，实现校地共赢
发展。

宁夏灵武打造协同发展共同体

关注科研门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