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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准防治
筑牢疫情防控堡垒

派出医护人员超2万人次，核酸
采集近千万人次……作为新冠定点救
治医院，天府机场发热患者筛查定点
医院，天府机场健康驿站入境隔离人
员医疗救治医院，简阳新市、宏缘、五
合方舱医院托管医院，2022年，简阳
市人民医院密切关注新冠疫情发展态
势，科学制定应对措施，竭尽全力做好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医院全年派出12人支援吉林长
春工体方舱医院，22人支援成都公共
卫生中心，44人次支援吉林、成都等
地核酸检测，4300余人次支援广安邻
水和成都市各区（市、县）的核酸采集
工作。在简阳市开展的大规模核酸采
集工作中，医院派出14890人次完成
核酸采样503.57万人次。

在此次抗疫工作中，医院实验医

学科全体人员不分昼夜、轮番上阵，完
成核酸检测1026.47万人次；医院派
出 2973 人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39282 人次，并完成医疗保障任务
301次；医院发热门诊诊疗99633人
次，留观711人次，石钟门诊收治865
人次，转运492人次至定点医院或方
舱医院接受治疗。

2022年疫情防控期间，医院严格
执行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院感要求，
实现“零感染”目标，被成都市卫生健
康委表彰为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

科技兴院人才强院
提升服务患者能力

近日，简阳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
团队联合手术麻醉部、超声科、放射科
等多个学科，连续为两名高难度、高风
险的主动脉瓣重度狭窄患者成功实施
了经导管人工主动脉瓣置换（TAVR）
手术，术后两名患者恢复良好。

2022 年，医院围绕“高精尖优”
“12331”目标，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临床服务“五大中心”；强化
学科体系建设，努力打造管理创新、人

才培优、学科过硬的县级标杆医院。
2022年，医院共引进高层次人才

25名，选派6人攻读博士、41人攻读
硕士，另有在读博士4人、在读硕士
47人。截至2022年年底，全院在职
职工 2326 人，其中博士 10人、硕士
187人，高级职称人员320人。

同时，医院鼓励各科室开展高新
技术项目，确定新技术建设项目 43
项，申报科研课题51项；全院专业技
术人员发表学术论文166篇；取得专
利36项；参编专著97部。

开展对口支援
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周燕是简阳市人民医院驻点支援
青龙镇卫生院的一名主治医师，过去
一年来，她跟随当地家庭医生团队走
乡入户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深受
百姓好评。

在简阳赤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有一个由简阳市人民医院10名管
理和医护骨干组成的强大帮扶团队。
在他们的帮扶下，中心对急危重症的
识别能力明显提高。去年第一时间发

现并成功救治超急性期心肌梗死、急
性期心肌梗死等危重症患者20余名。

2022年，简阳市人民医院根据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需求，选派91名医护
骨干开展对口支援工作，其中11人支
援茂县人民医院和大竹县人民医院，
80人支援简阳市14家基层医院和乐
至县 2 家基层医院，累计下沉帮扶
12244 天，帮扶人员开展 37 项新技
术、新项目，取得较好的成效。

简阳市5家基层医院通过优质服
务基层行基本标准，赤水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新成立五官科、口腔科，建
成“简阳市残疾人社区康复中心”，成
为残疾人定点服务机构；禾丰中心卫
生院建成四川省“县域医疗次中心”，
该院外科被评定为成都市、四川省第
一批基层临床特色科室。

推动乡村振兴
多措并举助力民生保障

2022年，医院积极推进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医院
班子成员全员参与，遴选51名责任心
强、踏实肯干的管理干部担任帮扶责

任人，对接帮扶简阳市三星镇秀阳村
103户脱贫户；“七一”建党节，医院党
委前往帮扶村慰问6名困难老党员，
发送慰问金3600元；在“新春送温暖”
慰问活动中为帮扶对象及老党员送上
价值2.5万余元的慰问物资……

与此同时，医院结合行业特色，积
极开展“乡村振兴、健康先行”送医下
乡义诊活动，发放药品，开展健康科普
讲座，助力民生保障。同时，医院以产
业发展为重点，建立长效脱贫机制，多
措并举，确保群众不返贫。

医院党委还积极探索发展新路
子，将重点帮扶聚焦在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项目上。医院党委班子成员多次
围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同村两委
深入探讨，积极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出谋划策。医院还帮助村党支部委员
会建成党建宣传公示栏，对村党建工
作进行帮扶和指导，使村两委班子的
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

坚持为民办实事
全心全意服务群众健康

2022年，简阳市人民医院认真践
行医疗机构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的宗旨，向群众传递“预见身体危机，
健康从防范开始”的理念。医院全年
服务门诊患者超过144万人次，抢救
危 重 症 患 者 2.5 万 余 人 次 ，出 院
6.8万余人次，开展三四级手术1.5万
余台次。

医院主动承担简阳市大部分学生
的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项目
历时38天，共抽调27名医务人员，对
40所中小学校的三年级学生开展口
腔健康检查4031人，筛选出适宜行窝
沟封闭儿童2398人，完成窝沟封闭牙
位4974颗；在“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
项目”中，医院眼科为符合条件的120
名患者免费实施了白内障复明手术；
消化内科连续多年开展国家重大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简阳地区结直肠癌
筛查及早诊早治项目，2022年，完成
大肠癌筛查项目镜检527例。

为关爱尿毒症患者，医院开展腹
膜透析上门服务，肾病内科医护人员

每月免费送医送药到家，对腹透患者
进行居家随访、技术指导、健康宣教，
降低了患者并发症的发生，减轻了患
者的经济负担。

2022年，医院医务人员共家访腹
膜透析患者630人次、行程达16114
公里，更换外接短管86人次，开展隧
道口换药196人次，运送腹膜透析液
63385袋。

大力开展志愿服务
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

在医院门诊大楼里，穿着橙色马
甲的志愿者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她
们面带微笑，耐心仔细地解答患者的
疑问；她们开展引导服务，为行动不便
的老年患者提供帮助；她们护送老弱
病残患者做检查。

2022年，医院积极号召志愿者参
与公益活动，深入基层、社区开展义诊
和健康服务，全年服务群众近1万人
次，为3000余名群众开展诊疗咨询和
健康宣教，“预·健”健康志愿服务队到
简阳中学等单位开展健康宣讲12场
次，让“传递志愿精神、服务百姓健康”
的理念深入人心。

为方便患者就诊，医院门诊部实
施多项便民举措，包括提供共享轮椅、
妈咪宝贝屋、自助口罩售卖机、健康驿
站、手机加油站、自助胶片打印机、票
据打印机等。

“2023年，我们将继续以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始终坚持公立医院的公
益性，在疾病救治、妇幼保健、医防结
合、慢病管理、公益服务等方面下功
夫，全力提升医疗技术水平，不断满足
百姓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医院党委
书记刘益民说。

四川省简阳市人民医院：

坚守公益底色 践行健康使命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之年，也是深入
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
之年。四川省简阳市人民
医院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
引领，坚守初心，践行使
命，以“一切为了人民健
康”为宗旨，认真开展各项
医疗健康工作，忠诚履行
公立医院为民服务的社会
责任，成为保障人民群众
健康的坚实后盾，树立了
良好的医院形象。

心中装着患者，服务
更有温度。2022 年，简阳
市人民医院坚持公立医院
公益性，在抗击疫情、对口
支援、乡村振兴、为民办实
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医院先后获得成都市
五一劳动奖状、简阳市疫
情防控先进基层党组织、
简阳市三八红旗集体等荣
誉，先后有150余名员工受
到四川省、成都市和简阳
市的表扬。

□特约记者 李太辉
通讯员 马芳

图片由简阳市人民医院
提供

医护人员走进校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本报记者 李季
通讯员 丁宏伟 李璞

近日的一天，一辆辆货车从河
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的一家中药材公
司驶出，将满载的夏枯草运往全国
各地。

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河
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的夏枯草种植面
积达近8万亩，夏枯草市场供货量占
全国的 70%以上，形成了一条集种
植、加工、科研及购销于一体的产业
链，年产值达2.2亿元。

围绕“一棵药草”做文章，是确山
县中药材产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确山县地处桐柏、伏牛山系向黄淮平
原过渡地带，独特的地理气候为中药
材生长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目
前，确山县种植的道地药材品种达

2000多种，是河南省中药材种植示范
基地，有“豫南药乡”之称。

2021年，驻马店市提出打造“中
国药谷”的目标。确山县抢抓这一发
展机遇，精心构建特色生产体系与现
代产业形态，不断延长产业链条，锻造
核心产品，努力做大做强中药产业。
如今，确山县有中药材生产、加工及销
售经营主体200多家，培育并引进龙
头加工企业10家，全县每年就地转化
中药材4万吨，中药产业年产值达4
亿元。

确山县与山东大学药学院、河南
中医药大学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并
与知名药企共建中药材数字化示范基
地，构建“院士领衔、专家带头、技术人
才支撑、乡土人才补充、技术能手兜
底”的五级人才体系，目前已建设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个及重点实验
室、研究所10个。

确山县着力提升中药材种植
优势和品种优势，加快对百蕊草、
苍术、白头翁等道地药材的育苗
技术攻关，形成一批以“确”字冠
名的道地药材产品；以夏枯草、半
枝莲、白花蛇舌草等中药材为重
点，通过标准化种植及信息化管
理，制定中药材生产标准、技术操
作规程，提升确山药材品质。目
前，该县培育种植植物类药材
1200多种，发展动物类药材700
多种、矿物类药材100余种。

确山县已获批建设省级中
药材现代农业产业园，整个项目
计划投资近 10亿元，目前已开
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涵盖中
药材科技创新、良种繁育、规模
化标准化种植、加工、仓储物
流、品牌营销等中药材一、二、
三产业。

围绕“一棵药草”做文章
北京怀柔

社区试水
处方前置审核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建国 通
讯员潘虹）近日，北京市怀柔区龙山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线使用处方
前置审核系统，成为怀柔区首家应用
处方前置审核系统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

据了解，该系统改变了“开具处
方—缴费—窗口取药—药师审方发
药”的流程，采用“两审两拦截”的实时
前置处方审核模式，即系统预审和审方
药师共同对患者门诊处方进行实时审
核。医生开具处方时，系统会自动对
处方的合理性进行审核，合格处方直
接通过，患者可直接缴费取药；不合格
处方则由药师进行人工审核并将处方
信息及时反馈给医生，由医生进行检
查修改。该系统的上线，有助于提高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合理用药水平，为
患者安全用药增加一道“防护网”。

辽宁大连

加速建设
公卫医疗项目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通讯员
王宏彦）近日，记者从辽宁省大连市卫
生健康委获悉，在大连市政府的全力
支持下，该市加速推进一批公共卫生
医疗项目建设，今年预计7个项目完
工，4个项目新开工。

目前，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外科
住院大楼和急诊大楼正在施工调试，
各种验收工作抓紧进行，预计3月底
试运行。大连市传染病医院扩建项目
增设负压病房床位300张，扩建项目
包括新建应急医疗综合楼和综合服务
楼各一栋，项目将在年内竣工并投入
使用。大连市中心医院、市友谊医院、
市第三人民医院、市第五人民医院发
热门诊综合楼及配套设备、市妇儿中
心（集团）体育新城院区传染楼改造等
5个市属医院建设项目将于今年完
工。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新院区项
目、大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生物安
全三级实验室、新建大连市血液中心
项目等，都在加速建设。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
约记者卓坤利）近日，陕西省咸阳
市基层中医馆卫生技术人员中医
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开班，来自基
层中医馆的107位中医骨干医师

参加开班仪式。
本次培训由咸阳市卫生健康委主

办、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承办，共
培训14天150学时。培训班安排教
学经验丰富、业务能力强的30多位中
医专家授课，同时邀请8位陕西省名
中医开展名中医学术沙龙活动，传承
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举办方计划通过
培训，提高基层卫生技术人员运用中
医诊疗知识、技术方法防治常见病和
多发病的技能，提高基层医疗机构中
医服务能力。

咸阳为基层中医馆
举办培训班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英
通讯员杨莉）近日，重庆市卫生健
康委、中医管理局、教委印发《关
于开展2023年中医药文化进校
园示范学校评选工作的通知》，启
动2023年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示

范学校评选。
《通知》明确，评选对象是重庆市

内已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具
有较好中医药文化传播普及基础，且
具备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科学
普及的资源、设施、场所等条件的中小
学校。

“开展示范学校建设，旨在推动中
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实现中医药文
化贯穿国民教育始终。”重庆市卫生健
康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该市去年已评
选出首批10个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示
范学校、3个示范学校培育单位。

重庆启动中医药
文化进校园评选

本报讯 （通讯员郑名友
记者郑纯胜）近日，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办公室公布2023年中医药
数字健康场景应用示范项目，浙
江省新华医院、杭州市卫生健康
委等报送的14个项目入选。示
范项目旨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
中医数字诊室为载体，采用结构
化中医四诊和标准化中医处方，
应用人工智能系统和数字技术设
备，实现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

2022 年年初，浙江省启动
“中医处方一件事”改革，实施中

医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工程，开展处方、
病历等数字化标准体系建设。2022
年6月，浙江省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
理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开展“中
医处方一件事”改革实施方案》，明确通
过处方、病历、饮片等标准化建设，建立
省市县医疗机构协同、中医处方共享、
中医数据互联互通的服务新体系。

自开展“中医处方一件事”改革以
来，浙江省涌现出一批智慧化应用场景。

浙江省仙居县上线“云上中医”场
景应用，通过数字化手段整合利用县
域中医药资源，构建云上中医馆、共享

中药房、云上中医智治平台三大功能
模块，破解基层群众看好中医难、基层
中医馆运行难、基层中医药监管难三
大难题。该应用上线以来，仙居县基
层中医馆运行数量从5家增至20家，
基层中医就诊人次同比增加20%，患
者平均就诊时间减少90分钟，费用下
降15%。截至目前，“云上中医”平台
服务群众6.9万人，开具中医处方8.8
万张。

浙江省嘉兴市搭建“数智国医”交
换中心，覆盖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等
32家机构，实现电子病历、处方、出入

院数据实时规范采集、数据共享与应
用。嘉兴市还建立线上线下一体化的
区域中药处方流转、代煎业务规范，在

“数智国医”中设置面向全市居民的中
药代煎业务场景。目前，嘉兴市共享
中药房平台已接入桐乡、海盐两个县
（市）共享中药房，实现中药流转数据
归集，方便老百姓配药煎药。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中医药传承创
新处处长朱炜表示，浙江将以“中医处
方一件事”改革为牵引，带动中医药数
字化改革：以中医处方为纽带，汇集、挖
掘和分析处方背后的全省医疗机构中

医寻医、问诊、用药、疗效信息，实
现“智医、智药、智治、智研”四大功
能；以中医处方大数据为核心，打
造立体化的中医药数字化改革应
用新场景，促进中医药科研水平、
服务能力提升和产业发展；构建
中医药发展动态监测和数字化标
准体系，实现基于中医药标准化
的数字化服务新模式；建立标准
化中医处方、标准化门诊病历，编
制中药饮片数字编码、中药制剂数
字编码、非药物疗法数字编码、中
药饮片规格等级等6项标准。

打造创新应用场景 建设中医智能生态

浙江推进“中医处方一件事”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