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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能见度

破落的县医院成为历史

永和县地处吕梁山脉南端，黄河中
游晋陕大峡谷东岸。车出省会太原
市，一路向西南行进300多公里，进入
吕梁山区后，地势越来越复杂，山大沟
深，梁峁重叠，土地干旱贫瘠。吕梁山
片区曾是山西省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
程度最深、攻坚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进入永和县城，公路两旁一众低
矮的建筑中，投用不久的永和县人民
医院新院区格外显眼。在该院副院长
杨永红看来，脱贫攻坚以来的几年，是
医院发展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几
年。他说，在健康扶贫和乡村振兴政
策的支持下，医疗基础设施、服务功
能、检验检查设备全面更新和完善，

“实现了质的飞跃、历史性的跨越”。
“永和县地处革命老区、省界边

区，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定点帮扶县，也
曾经是山西省 10 个深度贫困县之
一。”永和县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副局长
李缠平介绍，过去，永和县社会经济发
展长期滞后，民生保障事业非常落后，
医疗卫生服务长期无法满足需求。健
康扶贫工作开展之前，永和县乡、村两
级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非常薄弱，专业
人员青黄不接。县人民医院同样不景
气，住院部只有内科、外科、妇产科、骨
科等科室，居民急需的口腔科、眼科、
耳鼻咽喉科等科室都没有开设，看病
远、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较为突出。

永和县人口不足5万人，其中近3
万人生活在县城。在当地人的印象
中，过去的县人民医院建筑还是20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房子。门诊楼和住
院楼都简陋破落、低矮阴暗。让人们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住院楼里连个厕
所都没有，无论病情轻重，患者都只能
到院子里的旱厕上厕所。而且，医院
有很多检查做不了，很多常见病也不
能看。患者很多时候只能去200公里
外的临汾市或300公里外的太原市就
医。由于地处晋陕交界，一些患者干
脆渡过黄河，去陕西省求医问药。

2016年，健康扶贫工程在全国启
动。永和县副县长、北京医院国家老
年医学中心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勇介
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支持下，永和
县协调社会各方资源，提升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尤其是2019年以来，山西
白求恩医院全面托管永和县医疗集团
（该集团由永和县人民医院、永和县中
医院和7所乡镇卫生院组成），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和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以院包科”帮扶永和县人民医院。专
家们带来资源、技术，为永和百姓带来
了健康的希望。

主攻百姓就医的“急难愁盼”

杨永红表示，永和县人民医院
新院区投用后，设施设备得到了根本
改善。医院计划设置床位150张，但
本院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一共

才36人。招人难，留人难，管理水平
滞后，人才短缺问题短期难以解决，
这也是贫困地区县级医院存在的共性
问题。

自2016年起，国家卫生健康委将
加强县医院能力建设作为健康扶贫主
攻方向，持续加大政策、资金和项目供
给，先后组织1007家城市三级医院与
1172家贫困县县级医院结对帮扶。

2021年，山西白求恩医院、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和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
这3家大医院共向永和县派驻了40
余位专家。山西白求恩医院麻醉科副
主任张建文就是其中之一，他现在的
身份是永和县人民医院院长。张建文
介绍，目前永和县人民医院共有医务
人员200余人，其中永和县本地医务
人员178人，此外每个科室还有上级
医院派出的专家驻点帮扶。

在永和县人民医院，专家帮扶团
队着眼于百姓需求，通过技术指导、现
场带教、人员培训、巡回义诊等形式，
支持当地医疗服务能力快速提升。几
年下来，永和县人民医院相继建立了
急诊科、儿科、病理科、康复医学科、血
液透析科、皮肤科等科室，共设有32
个专业，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地百姓
的看病难问题。

“整体托管开始的时候，医院骨科
还几乎无法开展手术。”张建文说。看
到这种情况，山西省白求恩医院派出
骨科关节组、脊柱组和创伤组团队同
时进驻永和县人民医院进行帮扶。如
今，该院骨科团队已经能够独立开展
髋膝关节置换、胸腰椎手术和各类骨
创伤手术，骨科每年手术量已达到
400多例。2021年2月，百岁患者冯
奶奶不慎摔倒致左侧股骨颈骨折，经
全院会诊后，在入院48小时内接受了
左侧人工股骨头置换术。患者术后5
日出院，恢复良好。冯奶奶由此成为
永和县人民医院骨科历史上成功治愈
的年龄最大的患者。“接下来，将在专
家们的帮扶下，利用1～2年时间逐步
开展颈椎手术及各类复杂骨创伤手
术，继续精进髋膝关节置换和胸腰椎
等手术，致力于打造临汾市重点学
科。”该院副院长贾海英说。

在永和县人民医院透析室，35岁
的肾衰竭患者谢先生正在接受血液透
析。2020年之前，永和县是没有透析
室的。那时，透析患者只能前往200
公里外的临汾市接受治疗。谢先生回
忆，以前，他凌晨4时就要起床赶最早
的一趟班车前往临汾市，8时到达医
院，透析4小时后，随便吃点午饭就要
赶返程的班车，在太阳落山之前返回
永和。谢先生曾经是建档立卡贫困
户，虽然报销后需要自己支付的医疗
费用不算多，但是每次往返需要花费
的路费和饭费却要100多元。更麻烦
的是，每周拖着虚弱的身体来回折腾，
根本吃不消。如今，谢先生虽然每周
都要透析3次，但是他家距离县医院
只有两公里，往返非常方便；而且，按
照5年过渡期帮扶政策稳定实施的原
则，他还继续享受相关保障政策。

永和县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靳
晶介绍，该院透析室于2020年8月在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专家团队的

指导下投入运行，内设5台透析机。
如今，本院医务人员已经可以独立支
撑透析室的日常运行了。

医院的发展也为医务人员带来更
多活力和希望。2015年，王涛应聘成
为永和县人民医院大内科的一名医生，
他记得，“那时医院的医生少，设备也
不行，最高端的就是一台老式 CT
机”。后来医院成立了胃镜室，专家手
把手教他做检查、看片子、写报告、管病
人。如今，胃镜、肠镜、幽门螺旋杆菌呼
气试验等检查，王涛都可以独立完成。

现在，医院配备了多种先进设备，
检查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医院日新
月异，但让王涛感受最深的还是管理
层的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开放。“过
去，医院不敢放年轻人出去学习，担心
学成了就不再回来，现在是想办法帮
我们提升能力。大家对医院的前景都
很看好。”王涛说。对于未来，他也看
得很清楚，专家们的帮扶可能是长久
的，但绝不是永久的，“需要抓紧时间
把该学的技术学到手。即使未来专家
团队都撤离了，我们也能为本地居民
服务好”。

乡亲们肯看病也敢看病了

从永和县人民医院驱车出发，向
西南方向行驶 30 公里就到了阁底
乡。阁底乡中心卫生院是一栋二层小
楼，门诊楼里心电图机、B超、生化分
析仪等必要设备一应俱全。

“永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心脑
血管疾病发病率极高，群众就医需求
大。”李缠平认为，抓好乡、村两级医疗
卫生水平提升，对永和县尤其重要。
这几年，永和县落实国家医疗服务与
保障能力提升项目，补助6所乡镇卫
生院300余万元，实施放射科防护建
设和基础改造，配置检验、急救、治疗、
消毒等设备。

在阁底乡中心卫生院院长刘治荣
看来，乡镇卫生院最突出的变化体现
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能干会干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卫生院的医务人员感到
越来越有奔头了。10年前，这里连一
位副高级职称的医务人员都没有。现
在16名工作人员中，已经有4位是副
高级职称了。另一方面就是门诊量和
业务收入大幅增长，居民对卫生院越

来越信任了。
阁底乡常住居民老龄化严重，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到80%多，高血压、
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很多。这些年，
随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健康教育等
工作的持续开展，居民对基层医生的
信任渐增，健康素养也逐渐提高，这就
使得群众慢慢“肯看病”了。再加上健
康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减轻了看病就
医负担，群众真正“敢看病”了。坡头
乡卫生院负责人张海林说，过去村民
有点头疼脑热就嚷着要输液，体力恢
复了赶紧下地干活儿。现在患者来了
常常就是一句话——“大夫说咋着就
咋着，我都听你的”。

作为在基层卫生健康领域深耕多
年的“老卫生人”，李缠平认为，近年来
国家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基层卫生人
才队伍建设，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全
科特岗医生招聘培训、“县聘乡用”、

“乡聘村用”和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
培养等项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近10年来，永和县通过订单定向医学
生培养项目培养了26名本科医学生，
通过全科特岗医生计划项目招聘了9
名全科医生。一些乡村医生取得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成为了乡镇一级医生
资源的后备梯队。“通过落实以上项
目，全县7所乡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
队伍都得到了充实。他们扎根基层，
解决了乡镇卫生院没有医生看病的难
题，挑起了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服务的
重担。”李缠平说。

永和县人民医院作为县域龙头医
院，其辐射和带动作用也逐渐凸显。
目前，阁底乡中心卫生院有3位年轻
医生分别在永和县人民医院内科、急
诊科和中医科交流学习。在内科学习
的候召宏医生告诉记者，过去在乡镇
卫生院主要是对患者进行对症治疗，
如今在县人民医院不仅系统学习了常
见病、多发病的规范诊疗和用药，更重
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对患者进行持续
性、系统性的健康管理和随访，帮助患
者将身体各项指标调整到稳定的水
平，“这都是做好家庭医生工作必须掌
握的本领”。

张建文介绍，目前共有来自4个
乡镇的9位医生在县人民医院交流学
习。根据乡镇卫生院的实际需求，他
们分别被安排在内科、急诊科、中医科
和检验科。正在永和县人民医院学习
的交口乡卫生院郭昕医生告诉记者：

“在偏远的村子里，时常会有村民突发
脑卒中、药物中毒、过敏性休克等急
症，需要得到及时救治。”在永和县人
民医院，他和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山
西省白求恩医院的专家在一起边工作
边学习，大大提高了危急重症疾病的
处理能力。

在古老山村看“健康中国”

提起黄土高原的小山村，人们的脑
海中大多会浮现漫天黄沙中落后、破
旧、闭塞的景象。而这，也正是永和众
多小山村的历史写照。但是，当国家卫
生健康委派驻永和县坡头乡索驼村第
一书记刘志勇初次踏入这个小山村时，
所见所感颠覆了他此前的“刻板印象”。

持续多年的脱贫攻坚，已经让索
驼村摆脱了瘠薄孱弱的影子。村巷整
洁干净，党建文化广场庄严大气。路
边茂密的花草在风中摇曳，老人孩子
在广场器材前健身嬉戏。特别是四室
分开的村卫生室软硬件俱全，村医也
年富力强。在古老的小山村，同样可
以看到“健康中国”的样子。

李缠平告诉记者，永和县共有79
个行政村，除了3所乡镇卫生院所在
村外，其他每个村都有自己的村卫生
室。为更好地方便村民看病，从2015
年至今，该县投入314.3万元实施村
卫生室基础设施改造，各村卫生室均
设置了诊断防保室、治疗室、药房和公
共卫生室。每个村卫生室均配备32
件以上基础设备，配备药品 50种以
上。为了补齐“健康守村人”的缺口，
2019年，永和县又通过县聘乡用、乡
聘村用、自主招聘等途径招聘了19名
村医。寇秀云就是在这一年通过乡村
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考试走上索驼村村
医岗位的。

寇秀云是新村医，却是村里的老
面孔。索驼村上一任村医是他的父亲
寇忠时。寇忠时今年80岁了，小时候
学过中医，从1960年到2019年，60年
如一日守护着这个村庄，78岁才退
休。在寇秀云的印象中，那时的村卫
生室是两孔破窑洞，血压表、血糖仪、
体温表和听诊器是所有的设备。“现在
条件好了。”寇秀云告诉记者，2019年，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还为索驼村捐建
了健康小屋，免费提供远程专科会诊、

远程心电诊断以及村医培训等服务。
和父亲不同的是，寇秀云每月有

了稳定收入。为了增强村医岗位吸引
力，永和县政府从2019年10月开始，
从各村光伏收益中每月为乡村医生补
助1000元，再加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每月补助的400元，目前全县乡村医
生每月最低收入达到了1400元。

寇秀云表示，虽然乡亲们找他看
的大多是头疼脑热小病，但是村医发
挥的作用远不止这些。通过健康随
访，帮助村民控制慢性病、预防大病；
通过健康宣教，提升村民健康素养，帮
助村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疫情期间，
在卡点执勤抵御病毒入侵，利用各种
方式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寇秀云
说，这些工作看似细碎，但每一件小事
都在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刘志勇发现，现在村民对自己的
身体健康更加在意了，茶前饭后聊得
最多的除了农时农事就是健康养生，
获得科学靠谱的健康知识成了村民的
共同诉求。因此，在做好基层党建、村
务管理等日常工作的同时，这位第一
书记充分利用出身卫生健康行业的优
势，协助和指导村医寇秀云整理健康
科普知识，通过宣传栏、微信群等多种
形式开展健康宣教。

目前，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派出
单位健康报社的支持下，索驼村正在
筹建老年健康活动中心，计划配备血
压仪和康复器材等设备。“还要装一台
大电视机。”刘志勇强调，“这样就可以
充分利用权威健康科普素材，定期为
村民进行系统的健康知识宣教。老年
健康活动中心，未来不仅是老人们日
常休闲娱乐的场所，更是提升健康素
养的课堂。”

前不久，永和县又迎来一个好消
息——国家首批“千县工程”名单里有
永和县人民医院。为推动省市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补齐县医院医疗服务和
管理能力短板，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
以脱贫地区、三区三州、原中央苏区、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地区为重点实施

“千县工程”。到2025年，全国至少
1000家县医院将达到三级医院医疗
服务能力水平，为实现一般病在市县
解决打下坚实基础。张建文兴奋地告
诉记者：“县人民医院被纳入‘千县工
程’，这意味着继健康扶贫工程之后，
永和县卫生健康事业又迎来了一次千
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来自黄土高原的见证
□本报记者 高艳坤

保障基本医疗，维护全民健康，是
脱贫振兴的基础和动力。黄土高原，
母亲河畔，曾经的吕梁山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腹地、国家级贫困县——山西省
临汾市永和县，如今已经少有人因看病
就医而发愁。在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
这里的卫生健康人步履不停，接续奋
斗，送健康进万户，让老区展新颜。

本报讯 （记者喻文苏 通讯员
张道光 王容）“没想到城里的专家
还上门来给我理疗，才灸了 3 个穴
位，我的腿就能动了。”四川省巴中市
巴州区曾口镇书台村81岁的张华德
近日对区中医院专家的上门服务颇
为满意。

“主要任务是上门为居民诊疗，下
乡带徒，把中医药的根真正扎在基
层。”巴州区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谯
智泉介绍，每到一个乡镇，服务团队都
要派出小分队与当地家庭医生一起，
进村入户为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和行
动不便的残障人员上门巡诊。

今年以来，巴州区卫生健康局以
建设中医药强区为契机，组织全区名
老中医走进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边远村卫生室开展中医药紧
缺人才培养，传播中医药特色诊疗技
术，上门诊治疑难杂症，让村民在家门
口看上名中医。

该区卫生健康局制订《巴州区名
中医走基层实施方案》，将全区200名
资深中医师组成20支名中医走基层
服务团队，分批次巡回乡镇、村（居），
宣传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中医药防
疫知识。目前，各服务团队已深入15
个乡镇卫生院、7个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50个边远村，举办了常见慢性疾
病中医药防治、中医体质辨识、中医药
在新冠肺炎防治中的作用等专题讲座
66场，签订中医师带徒协议178份，
手把手传授针灸、推拿、刮痧、拔罐、熏
蒸、药浴、火疗等中医特色技术。

上门“把脉”下乡“带徒”

5 月 23 日 ，
山 西 白 求 恩 医
院 麻 醉 科 副 主
任 张 建 文 在 永
和县人民医院开
展临床带教。
永和县人民医院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