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3
HEALTH NEWS

2024年4月18日 星期四

电话：（010）64621967

■编辑/孙惠

医院风景线

近年来，在山东省卫生
健康委的坚强领导下，山东
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
鼻喉医院）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
移走“专科专病”发展道路，

持续发挥耳鼻喉专科“头雁
效应”，引领综合科室诊疗水
平全面提升。

全院干部职工凝心聚力，
创造了医院转型升级成为现代
化三甲综合医院的发展奇迹。

在学科精细化发展的过程中，
医院多管齐下，实现了医疗服务质
量与患者满意度双提升。

医院大力开展综合保障工作，职
能部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专业细分
后的门诊病房排班、新技术备案、设备
购置等工作；筑牢质量安全防线，严格
落实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常态化
开展病历质量检查、医疗质量安全检
查等专项检查，持续提升医疗质量安
全水平；夯实基础、提质增效，促进专
科能力提升，向精细化管理要效益，科
学配置核心医疗资源。

与此同时，医院积极推行多学科
综合诊疗模式，致力于为患者提供“一
站式”全流程服务。

医院整合资源、“攥指成拳”，推动
跨学科高效协作，形成了以“多学科联
合诊疗”为构架的临床医疗中心，为急
重症、疑难病患者提供更加系统化、个
性化的诊疗服务。

一系列举措不仅提高了医院的综
合救治能力，还推进了医院学科的融
合发展与技术创新，促进医院逐步形
成特色鲜明、专业互补、错位发展的良
好局面。

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

锚定“专科专病”模式 赋能高质量发展

坚持多管齐下
多学科诊疗护患者安全

在“专科兴院”这一思路的指引
下，医院始终坚持以患者需求为中
心，致力于推动学科发展专业化、精
细化，不断开创医院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

医院耳鼻喉科在国内率先实现三
级学科及四级学科建设，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先后被细分为耳外科、耳内科、
头颈外科、结构性鼻病科、眩晕疾病
科、听觉植入科、咽喉科、嗓音疾病科、
小儿耳鼻喉科等21个专业学科。

医院认真总结耳鼻喉科发展经
验，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学科
细分框架，通过院周会、党建推进会

等形式，进行全院部署——班子成员
分片包干，深入病区开展调查研究；
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学科细分实施路
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充分听取临床
人员的意见建议，实现了医务人员的

思想转变。
在“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

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下，医院全面梳
理学科发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确
定了心内科、神经内科、呼吸危重症

科、心外科、脊柱外科、眼科等一批综
合科室成为“先行者”，结合科室实际
情况，确定重点病种、工作目标和责任
人，划分发展“跑道”，形成“互学互鉴、
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强化顶层设计 不断推动学科精细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山东省第二人
民医院的前身还是山东省煤矿总医
院。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
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不断
变化，作为行业医院，山东省煤矿总
医院原有的技术和服务已经无法满
足群众需求。医院运营艰难，难以
为继。

2005年，山东省委、省政府推动
山东省立医院托管山东省煤矿总医
院。山东省立医院原耳鼻喉科团队
进驻该院，以时任科主任王海波为
首，团队成员下定决心，主动请缨，以
建设高水平专科带动综合学科全面
发展为目标，为医疗卫生改革探索新
的路径。

带着对专业的热情与责任，他们
克服重重困难，坚定决心与信心，按照
专业发展趋势和要求，创新性划分学
科建设“跑道”，细分专业，坚持走“专
科专病”发展道路，并在这条道路上不
断前行。

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医院耳

鼻喉科由最初1个科室36张床位，发
展为21个科室400张病床。“专科专
病”模式在医院耳鼻喉科取得的成功，
也为医院其他科室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和参考。医院逐步形成了耳鼻喉专业
聚力领航、综合专业多点突破的良好
发展格局。

目前，医院是国家卫生健康委
重点专科建设单位、山东省耳鼻喉
专业质量控制中心挂靠单位，拥有
一批泰山学者、医学领军人才、齐
鲁卫生健康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
才，并打造了一批省部级重点科研
平台。

树立榜样标杆 坚定“专科专病”发展模式

“人才是第一资源”，按照“引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思路，医院
下大力气做好人才工作。

一方面，医院积极营造干事创业
的良好氛围，吸引了一批德才兼备的
学科带头人相继加盟，带动了医院多
学科快速发展与进步。

另一方面，医院强化绩效激励，
实施“兜底保障”和“倾斜激励”相结
合的绩效政策，制定人才发展战略，
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实施“临床青年
人才培养计划”，鼓励人才进修学习、
支持人才攻读博士，医院青年业务骨
干纷纷到知名医院进修学习专项技

术，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及水平。
为充分释放人才“引擎”的澎湃

动力，医院立足“专、精”二字，划好
人才“跑道”，激活人才创新的“一池
春水”。

细分“跑道”之后，医院既减少了
人力资源的“内耗”，又倒逼医务人员
苦练内功，进一步为人才成长安装上

“导航仪”和“加速器”。
医院还打破“论资排辈”的桎梏，

坚持“能者上、庸者下”，一系列措施
实施以来，既发挥了优秀人才“直升
提拔”的示范带动效应，又展现出医
院人才培养的“超常力度”，形成年
轻精英不断涌现的生动局面。

整合人才资源 打出正向激励“组合拳”

通过深入推行“专科专病”发展模
式，医院耳鼻喉科持续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实现了“走入耳鼻喉各个科，每
个科都有全国最好的专家”的业界高
度。尤其在聋病防治、眩晕疾病防治、
鼻过敏及变态反应性疾病研究、甲状
腺与嗓音疾病诊治、头颈肿瘤综合治
疗等领域，医院耳鼻喉科均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医院各综合学科也呈现出专业化
发展的良好势头，特别是在心血管疾
病诊治、呼吸与危重症治疗、消化内镜
治疗、骨科创伤与康复治疗、脑卒中救

治、影像诊断等领域，多项技术均处于
国内先进水平。医院学科设置不断完
善，实现了由专科医院到大型综合医
院的快速转型和发展。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放眼
未来，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将在山东
省卫生健康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党
建领院、质量立院、专科兴院、人才强
院、科技促院、制度治院”的发展思路，
持续提升医疗技术水平，优化医疗服
务措施，奋力谱写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新篇章。

（王晓敏 郭玉环）

优势学科“领跑”
综合学科跨步发展

本报讯 （特约记者衣晓峰）记者
日前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
了解到，从2023年到今年第一季度，
该市累计争取到各级各类资金2.4亿
元，用于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建设。其
中，10个社区公办托育机构已正式开
工，总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新建
面积为1万平方米的市级托育综合服
务中心，将在年底前建成。

2023 年，该市被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命名为全国婴幼
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是全国15个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
范项目”城市之一。在今年的市政府
工作报告中，哈尔滨市政府明确提出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重点向“一老一
小”倾斜。哈尔滨市卫生健康委明确，
今年要持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筑牢
婴幼儿健康安全屏障，强化托育服务
体系建设，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层次托
育服务需求，积极扩大普惠托育服务
供给。

在持续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上，哈
尔滨市对符合条件的二孩、三孩家

庭，每月分别给予500元和1000元
育儿补贴。对购买新建住房的二孩、
三孩家庭，分别给予1.5万元和2万
元购房补贴。二孩及以上家庭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连续缴存时间要求
从一年降至半年；租赁住房提取住房
公积金额度上浮50%。

在筑牢婴幼儿健康安全屏障上，
哈尔滨市成立市级优生优育指导中
心，多种渠道普及科学育儿知识，用
心守护新生命茁壮成长；持续增强基
层妇幼健康服务能力，组织正常分

娩接产技能大赛和妇幼健康职业技
能竞赛，培训托育机构保健医生
1000余人次；在机场、火车站、客运
站、商场和较大规模医院等公共场
所设立母婴室257个；在全面落实出
生缺陷三级预防措施方面，全市婚
前保健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实
现广泛覆盖，孕产妇艾滋病、梅毒、
乙肝检测率达100%，做到早筛查、
早诊断、早治疗。

在强化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上，哈
尔滨市陆续出台《哈尔滨市促进3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案》
《哈尔滨市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
育服务专项行动政策清单》，初步搭建
起政府推动、社会参与、家庭为主、托
育补充、安全健康、科学规范的托育服
务供给框架；同时出台了用地保障、税
费减免、人才培养等6个方面12项支
持政策。

截至目前，哈尔滨市拥有各类托
育机构550个、托位30816个，每千人
口托位数达到3.28个，今年还将新增
公办托位1135个。

哈尔滨：倾力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

近日，湖北省十
堰市太和医院康复
院区医生带领患者
制作艺术插花，运用
园艺疗法促进患者
心理康复。

通讯员王玮
特约记者梁时荣

摄影报道

园艺疗法

日间手术，
让独居老人省了心

□特约记者 李纬
通讯员 游春媛

“没想到这么快就可以出院，真是
太感谢你们了！”日前，在重庆大学附
属江津医院眼科日间手术病房里，张
大爷激动地对医护人员说。张大爷是
一名老年性白内障患者，几小时前刚
结束日间手术，对手术效果非常满意。

张大爷，一名重庆市江津区农村
独居老人，深受老年性白内障之苦，视
力每况愈下。他的独生女儿在四川省
成都市工作，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探
望。当张大爷的女儿周末归来带张大
爷就诊时，医生建议行日间手术，并介
绍了日间手术的优势。

周末下午，张大爷的女儿陪伴他
在门诊完成了所有术前检查，并精心
挑选了人工晶体。周一上午，张大爷
办理住院手续后随即接受了手术，手
术顺利完成。术后观察数小时后，张
大爷于当天下午出院，整个住院时间
未满24小时。

张大爷的主治医生，该院眼科副
主任医师沈强表示，以前没有日间手
术模式时，患者接受老年性白内障手
术，需要住院两三天。如今，患者住院
时间缩短，不仅减少了家属陪护的时
间，也减少了住院费用。

据了解，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
近年来优化日间病房管理模式，为患
者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治疗方式。该
院设置4间集中管理的独立日间病
房，并在妇科、眼科和麻醉科手术室设
置5间日间手术专用手术室。各科室
在核定床位的基础上，在住院病区划
分70张相对固定的日间床位，为患者
提供充足的医疗资源保障。

为确保日间手术的安全和质量，
该院规范手术开展流程，严格执行“术
前审批、术中监管、术后评价”要求，实
行日间手术项目审批制度；组织编写
日间手术住院和出院指南，针对入院
前、入院后、出院后3个阶段制订健康
宣教内容。同时，该院积极开展出院
后随访和随诊工作，建立日间手术随
访台账，提供后续康复和治疗服务。

据统计，自2023年以来，该院累
计开展日间手术1994例。

辽宁部署
职业健康重点工作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通讯员
孙雪）近日，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全
省职业健康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
全面总结2023年辽宁省职业健康工
作，安排部署2024年职业健康重点工
作。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代颖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2023年全省职业健康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职业病防治“十四
五”规划落地见效，职业病危害源头防
控不断加强，职业病防治项目顺利完
成。要准确把握当前职业健康工作面
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清醒认识职业
健康工作在高质量发展形势下面临的
挑战，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各
项工作落实。

会议要求，要扎实推进2024年职
业健康各项重点工作，以全面完成辽
宁省职业病防治“十四五”规划目标为
主线，深化职业病危害监测和治理，实
施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扩面、中小微
企业职业健康帮扶、职业病防治机构
提质合规三项行动，持续推进职业病
防治能力和诊疗康复体系建设，深入
开展职业健康保护行动，实现全省职
业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