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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七秩芳华佑天涯

70 年光阴荏苒，历经农
垦开发、海南建省、自由贸易
港建设，在巩固南海、屯垦戍
边、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勇
立潮头，和海南人民深情相
伴，在南岛天涯构筑百姓健

康的坚实屏障。
如今，医院以高质量发

展之举，开辟了海南自由贸
易港发展的健康新路，成为
全省公立医院中的佼佼者，
用医者大爱呵护着海南人民
的生命健康。

□特约记者 刘泽林
通讯员 王铁石 谭莹

真情守护海南人民健康

曾经，被称为“瘴疠之地”的海南
缺医少药。1952年1月，全国第三大
垦区——海南农垦创立。当年8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146师、152师两家
后勤医院奉命合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
林业工程第一师后勤医院，进驻海口
市郊海甸乡，成为海南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的前身。

海甸溪是一条宽阔的海沟，北部
溪畔自东向西依次排列着6座村庙，周
边多是打鱼的村民，从海甸岛到海口
靠船摆渡。在艰苦的条件下，医院坚
持为地方群众和官兵开展诊疗服务。

1982年、1985年，医院先后在海
南岛内成功开展同种异体肾移植、平
板血液透析、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
修补房间隔缺损技术，成为当地医疗
技术发展的“风向标”。

1988年4月26日，海南建省办经
济特区。同年10月，医院更名为海南
省农垦总局医院。

海南农垦面积约占全岛面积的三
分之一，人口超百万。半个多世纪来，
海南农垦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开发建
设海南作出了重要贡献。与之相伴而
行的海南农垦总局医院，为屯垦戍边官
兵和当地百姓提供了良好的医疗保障。

2008年6月，随着农垦改革的推
进，海南省全面接管海南农垦，海南省
农垦总医院也移交地方。2016年10
月21日，海南省农垦总医院更名为海
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2018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海南
省建设自由贸易港，推进更高水平的
改革开放。大潮奔涌，好风借力，医院
掀开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体制的不断变革，使医院在农垦
和地方归属间长时间徘徊，发展一度
滞后。

2018 年年底，王毅受聘来到医
院，并于2019年担任该院党委书记、
院长（现任党委书记）。他上任时，面
临职工待遇不高、医疗设备陈旧、新技
术新项目开展少、学术方面少有发声
的局面。有些医生甚至穿着T恤、拖
鞋上班，没有大医院医生该有的样子。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王毅上任
后，认为“医院不能满足于大病不出
岛，要有更高的目标”，要将医院办成
面向东南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
的高水平医院。为此，他提出“创建国
内知名并享誉东南亚的教学研究型医
院”的发展愿景和“一部两所四院四中
心”的发展战略。

“一部”是急危重症医学部，“两
所”是移植医学研究所、肾病研究所，

“四院”是心血管病医院、胸科医院、热
带病医院、骨运动康复医院，“四中心”
是肿瘤中心、脑科学中心、妇儿中心、
国际医学中心。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蓝
图成为医院发展的“航标”。

2021年，海南省卫生健康委提出
在全省扶持建设50个省级临床医学
中心，医院迅速成为主力军。据该院
医务科科长龙发青介绍，医院有12个
学科被确定为省级器官系统疾病中
心、优势学科、培育学科等临床医学中
心（重点学科），还获批国家感染性疾
病临床研究中心分中心、国家热带病
研究中心海南分中心、海南省热带病
临床研究中心和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

目前，医院拥有11个省级重点学
科，2个省级医学中心（海南省危重孕
产妇救治中心、海南省危重新生儿救
治中心），1个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海南省急危重症医学研究中心），3
个院中院（海南省结核病医院、心血管
病医院、胸科医院），2个研究所（移植
医学研究所、肾脏病研究所）；拥有全
球领先的磁共振引导直线加速器等
40余台大型尖端医疗设备；五大实体
器官移植技术、复杂心脏病手术治疗、
急危重症抢救，以及神经系统疾病综
合治疗、肿瘤疾病综合治疗等，均达到
省内领先、国内先进水平。

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变化有数据为
证：与2018年相比，2021年，医院门
急诊人数增加52.3%，出院患者增加
40.1%。在平均住院日逐年下降的同
时，该院年手术量增加31.7%，其中，
微创手术占比和出院患者四级手术占
比增加约20%。与此同时，该院年收
入 增 加 41% ，固 定 资 产 增 幅 达
10.66%，职工年收入也稳步提升。

摘取外科手术“皇冠上的明珠”

10年前，徐先生因肝硬化接受了
肝移植手术，2018年，又因肾衰竭接
受了肾脏移植手术。2022年 6月25
日晚，在海南省休养的他突感胸痛，被
紧急送到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进入心外科重症监护室。医生通过心
脏超声发现，患者急性左心室大面积
梗死，形成巨大室壁瘤，心脏收缩时丧
失活动能力或呈现反常运动，“像一个
吹大的气球，随时会破”。同时，在体
外球囊反搏支持下，患者心脏射血分
数仅为常量的27%。医生还通过冠

状动脉造影发现，患者主干及左降支、
右旋支基本阻塞，接受心脏移植手术
是唯一出路。

7月10日10时，医院心脏移植团
队联合多学科开展惊心动魄的“换心”
抢救行动，手术用时近5个小时，将一
颗鲜活心脏成功移植进了徐先生的胸
腔。一周后，徐先生从重症监护室转
入普通病房，可以下床活动。8月初，
徐先生心脏功能恢复后出院。

器官移植技术被称为外科手术
“皇冠上的明珠”。医院是国内开展五
大器官移植技术的医院之一。该院器
官移植科自2018年7月31日成立以
来，已完成了463例肾移植手术、119
例肝移植手术、25例肺移植手术、5例
心脏移植手术、11例胰肾联合移植手
术、4例肝肾联合移植手术、2例胰腺
移植手术、1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
其中，接受肝移植手术的患者中，年龄
最小的还不满2岁。

该院移植医学研究团队、心血管
病外科治疗医学研究团队获得“海南
省‘双百’人才团队”称号，填补了省内
器官移植技术领域的多项空白。

2022年3月的一天，医院完成了
海南省首例心肺联合移植手术。同一
天的17个小时内，医院还完成了2台
肝移植、5台肾移植手术。这样的情
况在医院时有发生。该院院长徐剑是
从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引进的人
才，师从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郑树
森院士。他说，器官移植手术不能择
期，获取器官后，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将
器官移植到受者体内，器官移植科医
生已经习惯了“连轴转”。

22岁的小王是海南人，患有先天
性心脏病，10岁时做了完全型肺静脉
异位引流矫治术及房间隔修补术，3
年后症状加重，到医院就诊，被确诊为
艾森曼格综合征，接受心肺联合移植
手术是唯一的选择。但这个手术是世
界医学界公认的风险最高、难度最大
的手术之一，截至目前，国内相关手术
开展还不足50例。幸运的是，小王配

型成功。今年2月的一天，王毅教授
率领专家团队，在浙江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相关医疗团队的指导下，从晚上
8时到次日早上7时，为小王进行心肺
联合移植手术，获得圆满成功。

肺移植手术是大脏器移植手术中
最为复杂、难度最大的手术之一，而急
诊肺移植手术风险和难度更大。前不
久，医院为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年近七
旬的刘爷爷成功实施了海南省首例体
外膜肺氧合（ECMO）桥接急诊抢救
性肺移植手术。

肺移植手术需要多学科配合。医
院多次派遣多学科团队医护人员到国
内先进的肺移植中心学习。自2019年
12月20日实施第1例肺移植手术以
来，该院已完成13例肺移植手术。同
时，截至目前，医院已成功实施近100
例ECMO手术，数量位居海南省之首。

高水平的医疗技术不但让海南省
患者受益，也吸引了岛外患者。这几
年，该院四级手术占比以每年20%左
右的幅度增长，60％的肺移植、肾移
植患者都来自岛外。

2021年12月20日，医院开通海
南省首家移植康复专科门诊，通过延
伸服务，帮助患者以更好的身体、心理
状态回归家庭和社会。

人才服务保障是“聚才良方”

怎样才能更好地吸引高水平人才
并稳定本院人才？王毅认为，人才服
务保障是“聚才良方”，是“人才强院”
的基础工程，讲情怀更要讲待遇。

据该院后勤科科长欧敏介绍，近
两年，医院新建了10栋住宅楼，以明

示的任职资历条件，按成本价出售给
职工，有效改善了职工的住房条件。
医院还对家属区进行改造，实现人车
分流，并建设游泳池等配套设施。医
院原有的幼儿园比较陈旧，整修一新
后，医院配齐师资，解决了职工孩子的
入园难题。2020年，医院首次按职称
向全体职工发放年终一次性绩效补
贴。2021年，医院职工人均年收入达
到 21.64 万元，较 2018 年增长了 9.5
万元，职工获得感普遍增强，不仅吸引
了岛外人才，也稳定了本院职工队伍。

该院护理部主任李敏香于1991
年进入医院工作，她说：“效益不好的
时候，年终奖才有10元，有时只发半
斤白糖。”前些年，由于待遇不好，许多
人才离开了医院，现在条件改善了，人
才明显回流。

为引进、留住核心人才，该院对符
合省里规定的A、B类人才，实行“一
事一议”政策。对于特殊紧缺优秀人
才及科研人才，医院突破现有工资体
系，设置专门的岗位绩效。2019年以
来，医院引进高层次人才39名，其中
博士32名，高级职称人员23名，发放
高层次人才安家费近1000万元，划拨
科研启动基金1085万元。

高层次人才有了施展平台

好的平台使高层次人才找到了施
展才华和抱负的舞台。

腹腔镜下全结肠根治性切除手术
（NOSES）被誉为“微创中的微创手
术”。张铁民教授于2022年入职医院
任消化疾病中心副主任后，开展省内
首例NOSES+回肠J形储袋吻合术，
并在消化系统疾病诊疗领域推进多学
科协作诊疗模式（MDT），使医院胃肠
外科的治疗水平跨入国内先进行列。

肝胆外科人被称为“刀尖上的舞
者”。该院肝胆脾胰外科在省内率先
开展了荧光腹腔镜引导下精准肝段

切除术等众多高难度技术，为患者所
信赖。

呼吸道疾病常见多发，病情变化
快，病因复杂。2020年，该院引进王
晶教授担任呼吸内科学科带头人，常
规开展多种高难度手术。

今年3月，81岁的陈阿公CT检查
发现右上肺有一个约1.7厘米大小的
肺结节，但陈阿公有心脏病，活检风险
很大。王晶带领呼吸介入团队为陈阿
公实施了镇静局麻下的虚拟导航联合
经支气管超声导向鞘引导的经支气管
肺 活 检 术（EBUS—GS—GTBLB）。
在迷宫一般复杂的支气管管道中，医
生将纤细的超声小探头缓缓插入操作
孔道，通过超声扫描找到病灶，仅10余
分钟就精准进行了病变活检操作。

精通外科和微创介入技术，就掌
握了穿越生命禁区的“尖刀”。医院神
经外科团队多项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都跻身省内神经外科先进行列。

该科主任莫业和曾接诊一名60
多岁、丧失味觉长达 5 年的男性患
者。患者被确诊患有巨大前颅窝底脑
膜瘤。经过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困
扰患者多年的头痛问题得到解决。

医院成立海南医学院肾脏病研究
所，由肾内科主任李冰担任所长，他快
速精准地分析患者病情。2020年 7
月，邱大叔在当地被诊断为尿毒症，病
情加重后到医院肾内科治疗。李冰精
确诊断邱大叔患的是罕见的IgG4相
关性疾病，从而使邱大叔的治疗回到
正确的轨道。

一名88岁的高龄老人患有被称
为冠脉介入领域“尚未被攻克的最后
堡垒”的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3
月有余。2022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外派专家叶益聪教
授带领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内
科介入团队为老人做手术，用导丝将
老人病变血管开通，成功植入支架。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以国际视角服务国家战略

海南是著名的“华侨之乡”。为打
通侨胞就医“最后一公里”，2021年8
月，医院与海南省侨联联手建设线上
外籍认证通道，实现非大陆身份证患
者也能在网上预约挂号、缴费、查看诊
疗结果。

海南省地域和资源优势明显。
2019年7月1日，医院成立全省首个
热带病科，收治十大世界热带病及海
南地区常见热带病。据王毅介绍，热
带病科被打造成为医院的品牌科室，
在为海南人民服务的同时，辐射东南
亚，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建

设是国家战略，也成为海南省发展健
康产业的龙头项目。2020年 10月，
医院与博鳌国际医院合作，打造博鳌
国际医院集团，建设5个医疗技术平
台，筹建8~10个医疗项目，服务于博
鳌先行区。

2020年3月14日，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肆虐，医院向伊朗驻广州总领事
馆捐赠防护服500套，自制简易面屏
1500套，支持伊朗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当年，医院还派遣了两名重症医
学科的医疗专家赴孟加拉国抗疫，受
到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好评。

打造高水平医教研协作平台

医院是国家首批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和国家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

2018年，医院开始招生，招了4
轮才勉强完成11名住培外科医生的
招生任务。

起步虽难，但医院并不懈怠，坚持
医教研协同，对标海南医学院临床教学
体系建设，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建立
跨平台师资合作机制，探索多学科、多
领域优秀师资和医疗战线高端人才合
作授课模式，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医院通过分层递进的培训，实行
总住院医师制度，调整住院医师绩效
发放方式，让住培医生在临床单独值
班，独立管理患者，住培医生获得快速
成长。

2020年，海南省举办第三届住院
医师临床技能竞赛，该院在5个专业组
比赛中取得了3个专业组第一名、1个
专业组第二名的成绩。同年，海南省住
培基地绩效评估，该院又获得了第一名
的成绩，并入选全国九大优秀全科专业
基地。2021年，海南省住培生毕业考
核，该院首次通过率居全省第一名。

目前，医院拥有博硕士培养点1
个，博士生导师7人、硕士生导师53
人；构建起涵盖本科生、研究生、住院
医师、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和继续医
学教育的全过程、全周期、全方位培养
管理体系。

自2018年首次实现国家级科研
项目立项零的突破后，该院累计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项，2020
年海南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实
现建院以来省部级科技奖零的突破。

“红色引擎”牵引高质量发展

该院把党的全面领导深度融入医
院治理的各个环节，渗透到基层一线
的“神经末梢”，成为医院高质量发展

的“红色引擎”。
医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制，把党建工作写入医院章程。医院修
订完善党委会和院长办公会议事规则、

“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等，提高了医
院的运行效率。通过党建、学科“双带
头人”工程，医院将业务骨干培育成党
员，党员中的优秀科主任和科室二级
骨干医生再选拔到支部书记岗位上。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
其来，医院党委带领全体医护人员奋
起抗疫，先后派出3批次51名医务人
员支援湖北，管理确诊患者1741名，
实现了“医护人员零感染、确诊患者高
治愈率”的目标。

在海南省，该院共收治新冠肺炎
确诊及疑似病例120例，其中，年龄最
小的患者仅有2岁，最大的患者达84
岁；所有重型病例全部转为普通型病
例，实现了“治疗零差错、患者零死亡、
就诊零投诉、医患零感染”的目标。

疫情期间，一些医院停诊，给患者
就医带来不便。该院坚持不停诊、不
关门，每天、每科都有专家坐诊，对患
者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为解决普通
病患的出行困难，医院还派出车辆到
市（县）免费接送患者。

2020年5月21日，海南省疫情防
控指挥部发简报表扬了该院的做法。
当年，该院被评为“全省抗疫先进集
体”，杜永国、康福新两位同志荣获“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
并获得省“五一劳动奖章”，医院还有
9人获得“海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先进个人”称号。

2022年3月底，全省出现多点散
发疫情，医院又迅速响应，把党员和业
务骨干分批送到抗疫最需要的地方。

该院新一届党委班子还积极推动
开展“改善医疗服务行动”和“查堵点、
破难点、促发展”活动，成立“一站式服
务中心”和“住院预约中心”；取消非医
学需求预约，当天开单检查出结果，让
患者“零跑腿”；开通“智慧好医院”平
台，医生、患者无障碍交流；开设病友自
助厨房，免费向患者提供水、电、燃气，
以及油、盐、酱、醋和葱、蒜、辣椒……

七秩春秋，大爱流淌；时光不居，
绵延向前。未来，海南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人将不负重托，以高质量发展
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人民群
众提供更好的健康服务。

图片由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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