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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濒黄海，西临渤海，南与山东半
岛隔海相望，浪漫之都大连有着得天
独厚的地理条件。

与共和国同龄、市属规模较大的
辽宁省大连市中心医院就坐落其中，在

“红色基因、长子情怀”医院精神的浸润
下，守护区域百姓安康70余载不辍。

持续前行的动力何在？“以党建及
文化建设引领前行航向，在‘大综合、
强专科’办院方向上谋篇布局，通过

‘院有优势、科有特色、人有专长’的学
科发展战略积极蓄势，助推医院‘加速
度’驶向高质量发展下一站。”大连市
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高政南一语道破。

文化聚力
医患都有获得感

“我是党员，我先上！”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检验了医院党员的
成色。主动请缨，白衣执甲，逆行抗
疫……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
中，大连市中心医院始终发挥着公立
医院中流砥柱的作用，医院先后获评
辽宁省、大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称
号，崔文权同志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崔嵩同志荣获

“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多名党员同
志荣获省市级“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这一个个沉甸甸的荣誉正是医院党建
与文化工作的凝练。

“文化建设虽然无形，却内化在医
院发展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递给患
者的第一张名片。”据高政南介绍，自
2020年9月15日新一届领导班子组
建以来，医院就围绕“迈好第一步 初
见新成效”主题，陆续开展了“文化建
设、员工关爱、学科建设优化、薪酬制
度改革、提升患者就医感受”5个专项
行动计划，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负责，自
上而下落实具体工作。

其中，文化建设专项行动全面梳
理了医院文化内涵，确立了新时期医

院精神、使命和愿景，“匠者功成、大医
心诚”的核心理念深入人心。

医院还通过组织“解放思想、集思
广益、凝心聚力促发展”主题座谈会，
邀请老领导、老专家讲述院史；医院开
展医院文化论坛、脱贫攻坚事迹报告
会等主题文化活动，进一步确立新时
代医院精神、医院使命和医院愿景、核
心理念等，积极推行院徽、标准字、标
准色等文化系统，塑造医院全新文化
形象。

职工满意度是检验医院文化建设
成效的“试金石”。关心关爱员工、解
决职工后顾之忧，一直是医院领导班
子“挂在心头的大事”，为此，医院推出
一系列“员工关爱计划”。

该院领导下沉一线调研发现，医
院青年职工占职工总人数近7成，超
过400名员工有托管子女的需求。今
年8月，医院举办第3期职工子女假
期托管班——“慧成长动力营”，并获
评“全国工会爱心托管班”。

医院不仅解决了职工子女假期托
管的问题，还将员工餐厅升级重装，让
因职业特点早来晚走、随时加班的职
工都能吃上一口热乎乎的饭菜。同时，
员工餐厅菜品更加丰盛、品类更加齐
全，全新的自助餐模式还让员工餐厅从
一开业就被职工称为“中心米其林”。

如今的医院工会，早已成为职工
生活中的“总后勤”和“大管家”。医院还
每年为职工提供高标准健康体检，为
员工和直系亲属办理医疗互助保险和
补充医疗保险，并发放办公手机，提供
通勤班车，引进超市等，各项福利和关爱
举措，不仅丰富了医院文化内涵，还有
效提升了职工的幸福感，实现员工人生
规划与医院高质量发展相统一。

学科登峰
打造“学院型医院”

拥有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基地 21个，辽宁省重点专科及建
设项目 13个，近年来累计发表论文
2000余篇，被SCI收录731篇；2021
年，神经医学中心获批神经系统疾病

国家临床医学中心大连区域分中心；
神经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肾内科、
内分泌代谢科、重症医学科获批大连
市医学重点专科“登峰计划”；成为中
国医科大学本科教学医院及研究生
培养基地……

近年来，大连市中心医院交出的
发展答卷格外亮眼。据高政南介绍，
医院以“院有优势，科有特色，人有专
长”为学科战略，不断加强院校合作，
致力于打造“学院型医院”。

在成为中国医科大学、大连医科
大学教学医院和研究生培养基地的基
础上，2022年年初，医院成为大连理
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开启了校院创
新合作、释放发展活力的新纪元。医
院以此为契机，依托大学科研优势提
升临床研究能力，实现医、教、研协同
发展，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取得突破，
精准对接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推动学

科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再上新台
阶。开启校院创新合作不到一年，医
院已有51个医工交叉项目从116个
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大连市科技创
新课题。

继获批成为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大连区域分中心后，
医 院 学 科 建 设 再 次 取 得 重 大 突
破。2022年，医院成为大连理工大学
心脑血管疾病临床研究中心。

近年来，医院卒中中心也捷报频
传。在2021年10月举办的全国卒中
急救地图建设评比中，大连市地图数
据管理以优异成绩连续第3个月蝉联
全国第一，而该院正是大连市卒中急
救地图的管理依托单位。

同时，医院还充分发挥城市区域
医疗中心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积极推
进医疗资源纵向整合，致力于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

以甲状腺结节诊疗中心建设为
例，2021年3月，医院打破学科壁垒，
促进优势学科群优质医疗资源整合
扩容，成立甲状腺结节诊疗中心，为
患者提供“一站式”优质诊疗服务。
同时，中心配有病史录入专职人员，
细致翔实的病史记录有助于患者的
后续随访和复诊。

中心自开诊以来，甲状腺结节建
档人数、细针穿刺活检人数同比增长
两倍以上，手术治疗符合率同比增长
20%。中心还将优质医疗技术和服务
理念推广到医联体医院，以成为“区域
医疗中心及临床研究中心”为目标，以
期带动整个大连市乃至辽宁省甲状腺
结节诊疗技术和理念的创新发展。

泌尿外科也是医院一张亮眼的名
片。今年5月，大连市第一家集筛查、
诊断、治疗与慢病管理于一体的“一站
式”序贯性诊疗中心——大连市中心

医院泌尿外科一体化诊疗中心正式成
立，患者就医感受获得全面提升。

未来，医院还将为乳腺疾病患者
打造“一站式”乳腺疾病诊疗中心，让
滨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国内一
流的诊疗服务。

流程再造
持续做好“加减法”

“过去患者看病就医楼上楼下跑
断腿，如今，我们持续在流程优化上做
加法，在患者跑路上做减法。”高政南
如是说。

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自2021年
起，医院持续优化诊疗流程，升级改造
患者服务中心、日间手术中心、碎石中
心、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管理中心、慢性
肾脏病全程管理中心，重装启用急诊
医学中心、伽马刀肿瘤治疗中心、健康
管理中心、智慧药房、门急诊化验室
等，系列举措使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
显著提升。

疑难复杂病症诊治更需精准施
策。2021年 10月，医院多学科联合
疑难病会诊（MDT）中心三重升级：会
诊团队专家“咖位”升级，主任医师领
衔，充分代表各学科最高诊疗水平，确
保给予患者最佳治疗方案；会诊团队
规模升级，团队规模拓展到覆盖多个
疑难病种的 34个团队，病种范围涵
盖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微创诊疗、血
友病综合管理等；诊疗环境和设施升
级，焕然一新的多学科疑难病会诊中
心具有相对独立的全新就诊环境，配
备先进的诊疗设备，有效缓解患者的
焦虑情绪。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医院
于今年3月在互联网医院的基础上，
投入使用新的远程会诊中心。医院充
分利用互联网技术优势及医学数据远
距离网络传输功能，开通与美国霍普
金斯医学院的国际远程会诊服务，并
开通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等国内知名医
院的远程会诊服务，真正实现了与顶
级医疗资源的共享互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医院还在年
内陆续引入患者院区内摆渡车、楼宇
入口处智能闸机、中央转运系统和检
验科全流程自动化系统，患者就医感
受全面提升。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如今，医院
整体提升改造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中，届时，医院总床位规模将达到
3000张，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大型公立
医院将在未来5~8年“重装上阵”，为
区域百姓健康保驾护航，为健康中国
建设添砖加瓦。

辽宁省大连市中心医院：

三轮驱动 驶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医院职工子女假期托管班获评“全国工会爱心托管班”

立足“一体化”
完善急诊急救功能

“急救中心一体化管理服务模式”
实现了院前救护与院内救治的紧密衔
接，为急危重症患者救治赢得了“黄金
时间”。

一日，一位营口市市民途经辽阳
市时，在高速公路上突发急性左心衰，
口吐泡沫、尿便失禁、呼吸困难、生命
垂危。辽阳市中心医院救护车飞速赶
到，车内医护人员与胸痛中心医生通
过信息网络连接系统开展协作，救护
车内急救与院内急诊室、胸痛中心接
诊抢救完美衔接，历时2个小时，患者
转危为安。

近年来，辽阳市中心医院不断升
级“120”急救智能指挥中心和陆地院
站全天候智能移动定位急救系统，救
护车与内外急诊通过网络连接，可实
时观察到救护车内患者状况；胸痛中
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与急诊及院前
救护队建立网络连接，争分夺秒抢救
急性心脑血管病、严重创伤患者，大大
提高了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为确保急诊急救更加迅速高
效，医院实行“120”救护车“车上待
诊”制度，院内始终有一辆“120”救护
车“待命”，车上有司机和医护人员待
诊值班，确保接到初诊指令后以最快

速度抢救患者。

布局“卫星站”
构建全域急诊急救网

辽阳农村地区优质医疗资源短
缺，危重患者往往一次甚至多次转院，
导致抢救不及时的情况时有发生。

针对这一现状，辽阳市中心医院
全面布局，打造及时救治危重患者的
全域急诊急救“生命圈”。医院在距
离市内较远的农村布局10个急救分
站，成为市急救中心的“卫星站”，形
成以辽阳市急救中心为中枢，与市内
各医疗单位和各县区医疗单位及急
救分站为一体的覆盖全市城乡的急
救网络体系，呈现广覆盖的急救保障
系统。

每个分站配备一辆高标准的救护
车，选派业务骨干，实行24小时值班
制，建立城市医生对基层服务的长效
机制，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满足
群众对应急救援工作的需求，构建起
覆盖辽阳城乡地区的急救网络，大大
降低了农村急危重症患者的致死、致
残率。

践行生命至上理念
畅通急诊急救“绿色通道”

记者注意到，在辽阳市中心医院，
急诊大厅内除不同专业的急诊科室
外，还有急诊专用的手术室、ICU、药
房、检验科、功能影像科等，为进入急
诊绿色通道救治的患者提供了快速、
有序、安全、有效的诊疗服务。

据了解，医院急危重症患者救治
实行“先救治、后交费”，绿色通道24
小时畅通服务，各相关科室优先为急
诊患者提供快捷服务。

为确保急诊急救质量，医院院前
急救队护士全部为年龄在40岁以下、
经验丰富的精干人员，院前救护医生
由病房骨干医生轮转“上岗”。

医院还定期对院前急救医护人员
进行急诊急救技能操作演练培训及竞
赛、考试等，确保急诊急救质量。

胸痛中心的建立是提升区域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救治能力和水平的重要
举措。

2015年3月，医院心脏重症监护
病房（CCU）牵头成立胸痛中心。中
心始终秉承“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
是生命”的理念，实行“患者未到，信
息先到，协同救治”的模式，不断完善
24 小时“绿色通道”，努力缩短 D-
To-B时间，分秒必争，使更多急性

心肌梗死患者通过快速治疗获益。
在院外，医院利用10个急救分站

和医联体优势，构建起胸痛急救网
络，同时建立转诊网络平台，实现了
院内及院外急救圈体系密切联动、无
缝对接。

在院内，胸痛中心整合了急诊科、
心内科、导管室、功能科、检验科等科
室，畅通绿色通道。

此外，医院在信息共享基础上加
强合作，优化流程，实现了对胸痛患者
的快速诊断、及时治疗，降低胸痛确诊
时间，降低STEMI再灌注治疗时间，
缩短住院时间，减少不必要的检查费
用，降低了患者死亡率。

2017年4月20日，辽阳市中心医
院胸痛中心一次性通过中国胸痛中心
国家级资格认证，成为辽宁省唯一获
此殊荣的市级医院胸痛中心。

目前，辽阳市中心医院胸痛中心
常规开展冠状动脉造影术、球囊扩张

术、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血栓抽吸
术、冠脉内溶栓术、心脏起搏器植入
术、主动脉球囊反搏术等心血管疾病
介入诊疗技术及其他急危重症患者
规范化治疗；2021年，完成冠脉介入
手术2000余例，起搏器手术50余例，
D-to-B最短时间为18分钟，心肌梗
死患者死亡率连续多年下降。

2020年6月，医院卒中中心进一
步改进脑梗死溶栓绿色通道流程，安
排神经内科医生驻守内科急诊室，将
溶栓地点移至内科急诊室，实现院前
院内各环节无缝连接，为抢救“大脑”
争取更多“黄金时间”。

一日，医院接诊了一名发病6小
时内的患者。在救护车内，急救医生
初评患者病情后，即刻把患者的相关
信息发送至医院卒中平台，卒中绿色
通道护士提前为患者挂号并开具CT
申请单，并通知二线神经内科医生。
患者到达医院后，神经内科一二线医
生评估患者病情，绿色通道护士同步
检测患者生命体征。患者完成CT检
查后，立即被转送至急诊溶栓室。医
院神经介入医生进一步会诊判断患
者符合取栓适应证，及时将患者送至
导管室给予取栓治疗……

据悉，流程再造后，医院卒中患
者DNT（入院到溶栓时间）最短时间
缩短至18分钟；DPT（入院到取栓时
间）最短时间缩短至48分钟。

落实利民惠民举措
实行院前急救免费服务

为进一步利民惠民，自2018年5
月起，辽阳市中心医院在辽宁省内率
先实行院前免费急救服务，进一步提
升了患者的就医获得感。截至2022
年3月，医院通过实施该项举措已为
患者节省医疗支出1360余万元。

经过多年的持续建设，辽阳市中
心医院的紧急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目前，医院急性心肌梗死、脑血
栓、脑出血、严重创伤患者的平均救
治时间极大缩短，抢救成功率显著提
升；年抢救急危重症患者超2万人次，
每年参加突发事件及大型活动现场
医疗救援数十次……

抢救疑难危重患者，辽阳市中心
医院一直“在路上”。

辽宁省辽阳市中心医院：

打造全域急诊急救“生命圈”

【高质量发展】

疑难危重
患者抢救现场

□本报记者 刘欣茹
通讯员 邹霞

【品牌学科】

本专版由辽宁省卫生健康委主办
图片由各医院分别提供

抢救急危重症患者，时
间就是生命。在辽宁省辽阳
市，人们亲切地将辽阳市中
心医院称为“救命医院”。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1990
年。彼时，辽阳市急救中心
成立，依托辽阳市中心医院
管理。近年来，辽阳市中心
医院充分发挥“急救中心一
体化管理服务模式”优势，依
托医院强大的综合诊疗能
力，全力提升辽阳市及周边
地区急危重症患者的现场抢
救、医疗救援、转运监护和入
院综合救治等全程抢救的成
功率，受到百姓的广泛赞誉。

◀

□本报记者 邹欣芮
特约记者 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