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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跨越的大学医院：踵事增华 开拓进取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东

南区域的中心位置，矗立着

一座洁白大气、主体高度达

15 层 、单 体 建 筑 面 积 达

12.3万平方米的医疗综合

大楼。楼内环境优美、洁净

温馨、设备先进，是集现代化

与智慧化为一体的5G医技

病房综合楼。而在50年前，

它的前身仅仅是一座在菜地

上拓荒建成、简陋的“草棚

医院”——冶金部下属的华

山冶金医学专科学校附属

医院。

历 经 半 个 世 纪 的 风

雨，几代医者在华山脚下艰

苦创业、聚沙成塔，在太行

山下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把一座简陋的草棚医院打

造成了以神经、精神和心血

管病诊疗为主要特色，集医

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

急救和健康管理为一体的

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始建于
1971年，经历了一次搬迁，三次更
名，由小变大、由白手起家到聚势腾
飞，每一次变迁和飞跃，都离不开医
大一院人的辛勤耕耘，他们用“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的大爱赓续着医者
的奉献精神。

1971年6月26日，经过在菜地
上搭建简易席棚，这座位于华山脚
下——陕西省华阴县桃下镇的红
色医院正式诞生并对外开诊，当
时，医院拥有70余名职工，开设床
位30张。

岁月峥嵘，几度变迁。1988年
2月，医院随学校迁址石家庄，9月
12日，在校园内闲置的一排平房内

对外接诊；1995年 5月，并入河北
医科大学，更名为河北医科大学附
属华山医院，职工 280人，其中高
级职称人员20人；1996年 3月 26
日，更名为河北医科大学第五医
院；2002年4月，经上级批准，更名
为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5月22
日正式揭牌。

这 30年间，全院职工筚路蓝
缕，克服环境简陋、人才缺乏、床位
紧张等重重困难，始终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玉汝于成。从“草棚医
院”到综合性大学医院，变的是不
断阔步发展的新征程，不变的是医
大一院人护佑人民健康的使命与
担当。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2004年，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成功为一对连
体婴儿实施了全国第3例胸腹相连分
离手术及先心病根治手术，在社会上
引起了强烈反响。

2004年 8月 23日，医院携手河
北省妇联、河北省少儿基金会在全省
率先启动“救助贫困先心病儿童公益
行动”，从此揭开了医院坚守公益、爱
心救治的新篇章。18年来，医院救
助治疗的患儿不仅遍及河北省各个

县市，还有许多来自国内其他省份，
以及遥远的“一带一路”国家；先心病
爱心普查车走遍了全省 156 个县
（市、区），行程达400000公里，累计
普查35000名儿童，成功救治12000
名患儿。

2018年12月6日，医院与吉尔吉
斯斯坦卫生部国家心脏病中心签署了
《合作备忘录》。医院先心病专家王震
教授先后为该国救治先心病儿童530
名，为当地培养了一批“带不走”的先

心病治疗团队，搭建起与“一带一路”
国家医学交流的友谊之桥。王震被亲
切地称为“一带一路”上的“白求恩”。

医院坚守初心的公益行动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赞誉，先后荣
获河北省关爱儿童贡献奖、“感动河
北”年度群体奖、河北省儿童慈善奖
等称号；先心病爱心团队荣获第 24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王
震获得中央文明办“中国好医生”荣誉
称号。

从“草棚医院”到“5G智慧医院”
——记高质量发展中的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博医济世的红色医院：一次搬迁三次更名 感动河北的人文医院：坚守公益 播撒爱心

2002年正式更名后，医院取得
了跨越式发展。在大学党委的正确
领导下，医院大力引进人才、培养人
才，办院规模不断壮大。

2006年，医院整体纳入卫生事
业编制管理；2011年，经河北省评
审评价领导小组和评审评价委员会
会议审定，确认医院为“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2012年5月22日，医院精
神卫生楼落成，并投入使用；2015
年 12月 18日，医院新医技病房一
期工程开工建设。

以学科建设为抓手，夯实发展
基础 在医院的大力支持下，一代代
学科专家秉承“崇德精术 博医济
世”的院训精神，不断传承发扬、锐

意进取，逐渐打造了一批享誉业界的
优势学科品牌。医院精神病学、老年
医学、心血管内科、心血管外科、普通
外科、临床营养学、内分泌科获批为
河北省医学重点学科；心血管内科、
产科、烧伤科、骨科、普通外科、口腔
专业、精卫科、传染科、眼科等 11个
学科获评河北省临床重点专科；肾
病科、血液病科获评河北省中医重
点专科。

以科研教学为助推，提升医疗质
量 作为大学直属医院，医院每年承担
河北医科大学教学任务10000多学
时；近年来，医院高度重视科教研工
作，累计承担各级科研项目1200余
项，其中，国家级项目25项，省级科技

进步奖项目1项，获批国家干细胞
临床研究机构、河北省脑老化与认
知神经科学实验室、河北省大肠癌
精准诊断与治疗重点实验室、河北
省脑科学与精神心理疾病重点实
验室、河北省烧伤救治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高标准生物标本库正式运
行，大大提升了救治患者的能力和
水平。

大医精诚，至善至臻。这一系
列开拓进取的实践背后，折射出河
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致力于创新发
展、服务患者的理念，标志着医院在
医疗服务、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
量水平等方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开启了医院发展新纪元。

党建引领，凝心聚力。医院全面
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把党
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融入医院治理各个
环节，不断促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发
展。医院充分发挥党委把方向、管大
局、作决策、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
用，提出打造“规模要适度、学科有特
色、管理精细化、运营有效率、医院有
文化”的“精致医院”发展目标，实行6S
管理及提高管理效率的各项新举措。

2020年11月28日，全省首家5G
医技病房综合楼在该院正式启用；
2021年10月7日，医院对门诊楼进行
搬迁及全面升级，实现了从信息化向
智能化的转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医院
以新大楼启用为契机，一次性购置了
价值近4亿元的医疗设备，有力促进
了医疗环境和医疗水平的全面提升。

近年来，医院提出“四维度一平
台”的学科建设思路，向上进行学科整

合，向下细分亚专科，向内加强学科带
头人和人才梯队建设，向外通过医联
体建设进行学科管理和技术输出，学
科建设再上新台阶。目前，医院神经、
精神、心血管、急诊急救等支柱专业已
经形成，建立了睡眠中心、眩晕中心等
多学科诊疗平台。

2021年6月，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项目——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河北医院正式落户该院启动建设；
2022年 3月 30日，二期工程正式开
工，预计2024年年底将全面竣工，并
投入使用；目前，王玉平教授、汤劼教
授等20多位专家已实现常态化入驻，
医院还设立了河北省首个神经疾病会
诊中心，不断增强优质医疗资源的区
域辐射能力，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求。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医院党委领导全体职工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在院内外筑起守
护百姓健康的坚实防线。2020年年

初，医院25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圆
满完成了各项阶段性工作任务。

2021年，石家庄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处于关键时期，医院检验中心作
为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定的公共检测实
验室，承接石家庄市全员核酸检测任
务，累计完成500余万人份检测量，实
现日检测标本量达70万人份。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河北医科
大学第一医院党委书记、院长赵增仁
表示：“2022年，恰逢医院更名20周
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医院从发
展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不断实现新
的跨越。医院党委将2022年定为‘技
术攻坚年’，提出‘畅通一切方便患者
渠道，落实一切支持临床举措’的为民
理念，在勇立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潮头、在全力为全省人民健康保驾护
航的道路上，医大一院人必将奋楫扬
帆、砥砺前行。”

（王保中 杨贻铄）

砥砺奋进的精致医院：掀开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月 17日，河北省雄安新区雄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文昌公园开展
健康知识宣传活动。为进一步预防和减少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慢性病
的发生，该县疾控中心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培养公众自身健康管理
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特约记者李更生 通讯员邓祖昆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李季
通讯员 丁宏伟

初夏，田野芳草青青。5 月 17
日，记者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瓦
岗镇附近看到，漫山遍野的夏枯草迎
风绽放，层层叠叠，茂盛碧绿的夏枯草
秆上满是金黄的穗子，上面缀满深紫
色或淡紫色的小花，一只只蜜蜂穿梭
其间采蜜授粉。

“你看这夏枯草，跟小麦一样，正

在抽穗扬花。今年风调雨顺，草株根
粗苗壮，长势正好，品质也很好，保准
又是好收成……”在确山县瓦岗镇的
一个夏枯草田里，确山县天源中药
材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根福高
兴地对驻马店市中药材协会会长游
正林说。

从漫山遍野采集野生夏枯草到
大面积种植，刘根福一步步成了附近
有名的致富能手。不仅成立了公司，
还与加多宝集团、花红药业、地道药
业、修正药业等合作，让山沟沟长出

了“香饽饽”，带动了当地群众脱贫
致富。

确山县境内中药材资源丰富，
近年来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发展中药材种植，常年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10万亩左右。夏枯草常年种
植面积有 5万亩，现有种植基地 10
个，覆盖瓦岗、竹沟、石滚河、任店、
新安店、李新店、留庄、双河等 8 个
镇、110个村，从业人员达10万人，年
产值达 2.2 亿元。“确山夏枯草”于
2016 年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认证。
确山县中药材销售主要采取合

同订单方式，经营或加工企业采用
“企业合作社农户”形式，与农户签订
种植收购合同，实行保护价收购。面
对驻马店建设“中国药谷”的机遇，确
山县不断做强中药材产业，努力将
自身打造成“中国药谷”的一张闪
亮名片。

“我们确山夏枯草是清肝、护肝
‘圣药’，历史上曾在防治天花、鼠疫、
霍乱等疫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现在

‘中国药谷’建设是驻马店市委、市政
府的‘一号工程’，我们感觉干劲儿十
足。”刘根福说。

小野草变成富民大产业

健康宣教

甘肃部署打击整治
养老诈骗行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 林丽）
近日，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召开了
全省卫生健康系统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专项行动部署推进会，要求各地积极
主动、有力有序推动专项行动全面深
入开展，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
陈明表示，打击整治养老诈骗是当前
全省卫生健康系统一项重点工作，各
地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
加强督促检查和工作进展情况交
流。同时，进一步加强老龄工作统筹
协调和督促落实，切实增强老年健康
服务，着力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做
好先进典型和试点单位推荐工作，不
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通讯员 李成辉
特约记者 朱琳

“吴医生，你帮帮我吧！”不久前，
74岁的冯阿姨来到吴均明医生的港
式服务诊室，一脸愁容。这间诊室灯
光舒适，环境温馨，一张沙发、一张靠
墙的办公桌。医生与患者相邻而坐，
像朋友般“聊天”。进入诊室没多久，
本有些“白大褂恐惧”的冯阿姨就放下
戒备，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冯阿姨平时身体健康，但近
来一段时间经常心慌胸闷，胃口不好，
晚上睡不着。她听说广东省广州市番
禺区桥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港式
家庭医生服务，跟一般医院看病不太
一样，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吴均
明的诊室。

“聊天”中，吴均明详细了解了冯
阿姨的生活习惯、身体状况、病情特
征，初步判断是胃反流病，排除恶性疾
病的可能，让冯阿姨放下心头疑虑。
吴均明给冯阿姨开了一个星期的药
物，叮嘱她按时服药，定期复诊。冯阿
姨用药几天后，症状明显好转，脸上愁

容消散了。她给该中心送来感谢信，
感谢吴均明帮她解除痛苦，消除顾虑，
同时对港式家庭医生温馨、细致、个性
化的服务点赞。

这是近年来该中心以患者为中
心，运用全科诊疗思维，改善医疗服务
的一个缩影。自2017年至今，该中心
主动参加粤港澳大湾区卫生与健康合
作项目——优才计划，先后派出5名
全科医生和1名全科护士，参加香港
联合医务集团在番禺区举办的“金牌”
医生、“金牌”护士培训班。培训项目
重点培养全科医生和全科护士的全科
医学理念，为推动“港式家庭医生”服务
奠定人才基础。

2018年，该中心成立广州市首个
香港联合医务集团番禺工作室。工作
室严格按照香港全科诊疗服务标准及
相关国际标准建设，就诊空间温馨私
密、诊疗服务细致规范、诊后跟进服务
完善。工作室不仅提供香港医生诊
疗、咨询服务，还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
及医生专业判断为其安排跨境医疗服
务。自开诊以来，工作室累计为3.2
万多人提供服务，与超过1万人签订
服务协议。

这间家庭医生诊室很温馨

山西加强
药品监管能力建设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翔）山西省
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全面加强
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的通知》。《通知》提
出了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的总
体要求、18项重点工作任务和5项保
障措施。

山西省药监局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张少杰介绍，目前，已有山西华润等
11家企业开展了药品委托储存配送
业务，为65家企业提供服务，有效降
低了企业负担和运营成本；先后有北
京同仁堂、湖南老百姓等一批大型企
业在山西开办药品批发企业，该省累
计批准新开办药品批发企业23家、零
售连锁总部21家，药品流通领域呈现
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山西省财政厅一级巡视员黄庙表
示，山西省财政将大力支持检验检测、
智慧监管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
转移支付支持市县两级药品监管机构
办公设备和执法装备建设。继续实施
大力度减税降费政策，持续推进药品
和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降低，
同时根据需要将审评、检查、检验、监
测评价、标准管理等技术支撑服务纳
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对药品监管
资金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绩
效管理，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资金分
配挂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