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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世嘉
通讯员 于淼

天色微明，晨风习习。日前一天
的一大早，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
区的门诊楼里就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一位位白衣工作者戴着红绶带，
站立在门诊楼各处，热情洋溢地为前
来就诊的人们服务。

一个微笑，一声谢谢，就是他们在
平凡岗位上的幸福之源。骨科诊区、
抽血室内、导诊台前、电梯口处……哪
里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就是北
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门诊部的医
辅服务团队。

“只记得是戴着红绶带的”

步入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
的门诊楼大厅，目光所及之处宽敞明
亮。作为国家骨科医学中心的两家主
体医院之一，北京积水潭医院吸引了
大量骨科患者前来就诊，其中不乏残
障人士。

8时许，一位父亲扶着手持拐杖、
装着“机械腿”的女儿从3层电梯口向
骨科门诊艰难地走来，在自助机旁停
下了脚步。“你好，小朋友，有什么可以
帮你的？”骨科门诊医辅人员郝文静蹲
下身子问。“我要交费。”小女孩说。

“阿姨来帮你。”郝文静将女孩的
就诊卡插入自助机后，却迟迟无法看

到正常页面弹出。“走，我陪你们一起
去人工窗口。”郝文静半弯着腰，轻挽
着女孩小臂，缓慢地走着。

一路上，乘电梯、排队、补卡、交
费……所有需要沟通的事都由郝文
静出面。“谢谢阿姨。”小女孩说。郝文
静面带微笑，双手比心，作为一个温暖
的回复。

相似的故事也在流动巡查医辅人
员姚海沫身上发生。一个半月前，一
位创伤骨科男患者由于双腿不能弯
曲，被困在医院车库。女家属根本扛
不动他，只好跑到门诊一层寻求帮
助。姚海沫知道后，帮助女家属在门
诊部借了转运平车。把患者搬上车
后，取号、就诊……姚海沫全程护送着
患者，直到就诊结束后把患者抬上车
才放心离去。“后来听同事说，他们专
门跑回来答谢，不知道找谁，只记得是
戴着红绶带的。”姚海沫说。

“让残障群体看病路不崎岖，是医
辅服务团队一直以来的目标。”北京积
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门诊部医辅组组
长董海舟介绍，新龙泽院区现设18个
医辅服务点位，医辅服务团队人数达
32人，能够覆盖 90%的公共区域和
70%的诊区内部区域。

多揽一揽“分外事”

“请1136号到2号窗口采血……”
当日9时45分，门诊楼2层抽血室内，
等待接受采血的患者熙熙攘攘。“请您

先到自助报到机签到”“报到机在对
面”“血尿便常规检查在这儿”……医
辅人员徐金兰忙着引导患者，胸前的
红绶带格外醒目。

挎着两个包，按着针眼，夹着一
摞检查单，一张一张地抽出来看了又
看，患者陈先生的眼中满是焦急。“您
怎么了，需要帮忙吗？”徐金兰上前询
问。“我想在网上查结果，不会弄。”陈
先生说。

“先按压好针眼儿，我帮您拿这
个，咱到一边儿说。”徐金兰一边接过
快散落的单据，一边说，“您关注京医
通微信公众号、绑定医保卡，在公众号
上查电子报告，到自助机打印纸质版，
单据您得留好。”

主动的询问、温暖的举动令陈先
生备受感动。在周一至周三的采血高
峰时段，这样的对话在每个上午都会
有近200次。用徐金兰的话说，喉咙
充血、声音嘶哑是家常便饭。

抽血室的5号窗口前，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太太为了抽血使劲儿地撸着
袖子，由于后面排了三四个人，老太太
分外着急。“您先站起来，小心点。”徐
金兰半蹲在老人身后，双手稳稳地兜
住老人的腋下将其扶起，再挪开凳子，
帮她脱下厚重的棉衣……

“大妈，您今天要抽6管血，甭着
急，等会还有尿常规检查，到时您叫我，
我帮您贴码……”徐金兰对老太太说。

徐金兰介绍，她从事医辅服务工
作两年来，多做“分外事”是她始终坚
持的工作态度。“只要进了抽血室，患
者的事儿都是我的事儿。我们要做好

基础服务，眼里要有活儿。”徐金兰说。
“目前，每天来门诊楼抽血的患者

有将近400人，40%的患者及家属的
问题在医辅人员的帮助下得到了解
决。”北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门诊
部负责人赵海涛表示，该院的医辅人
员从被动服务变为主动服务，从解答
问题变为主动为患者解决困难，未来，
医院要为患者提供更周到、更暖心的
服务。

站在医护患“背后”

当日11时许，北京积水潭医院新
龙泽院区门诊楼2层的特需医疗门诊
内一片安静。“请 9 号到 14 诊室就
诊。”叫号声响后，一位银发老人随即
佝偻着腰走到诊室门口。

首先接应他的是特需门诊医辅
人员徐莉莉。徐莉莉从老人手中接
过几页检查报告单，逐一排好次序
后，扶着老人进入诊室。“老人家腰疼
得坐不住，就优先排号了……”徐莉
莉告诉医生。

“75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优先就
诊。”徐莉莉说，“这位老人今年78岁，
他一来我就和他沟通好了，我负责把
他的情况简明扼要地转达给医生。”诊
室里，徐莉莉专注地聆听医生问诊的
情况，双手同步敲击着键盘。问诊结
束后，一份电子病历单随之出炉。“可
以打印。”医生过目后说。

“医辅人员要根据医生的工作习

惯对自身工作进行调整。”徐莉莉介
绍，有的医生长年坚持手写病历，作为
医辅人员就要与之配合，协助医生提
升效率。记者了解到，在门诊高峰时
段，徐莉莉每天沟通的患者近100人，
通过优化诊前沟通、协助叫号、病历整
理、简述病情等，累计能够减少医患间
近3个小时的低效沟通。

“低效沟通是一种隐形的高成本，
协助医护人员进行导医、咨询、分诊、
巡诊、预约等工作，减少低效沟通，同
样是医辅服务团队的职责所在。”董海
舟表示，团队自 2021 年 6月成立以
来，累计为医院门诊部降低了50%的
医护人员人力成本，从而让医院能将
更多的人力投入临床，为患者提供更
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医辅人员与护理人员密切配合，
共同为入院患者提供门诊服务。“医辅
服务团队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帮助护理
人员把时间、精力聚焦到专业性更强
的工作内容上，最终让患者获益。”北
京积水潭医院新龙泽院区门诊部护士
长魏国静表示。

“目前，医院3个院区在积极打造
高质量的医辅服务团队。”北京积水潭
医院院长助理、门诊部主任陈伟说，下
一步，医院将继续在有温度、保质量上
下功夫，努力建立新型医辅服务标杆，
持续提高患者看病就医的获得感、幸
福感。

医院里的“红绶带”

□特约记者 张楠 刘青

拍摄系列科普视频，开展院外
急救培训，举办全地区急救演练大
赛……一年半的援疆工作即将结束，
但肖喜荣的工作计划并未暂停。“只要
我还在喀什一天，就要把这些提升产
科医生能力的工作继续做下去。”肖喜
荣说。

2021年8月26日，复旦大学附属
妇产科医院产前诊断与胎儿医学科副
主任肖喜荣到达祖国西部边疆重镇喀
什，出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产科
主任一职。援疆期间，肖喜荣出门诊，
做手术，为喀地二院“输血”；也培训讲
课，下基层推广技术，梳理并优化危重
孕产妇远程会诊及转诊流程，为当地

“造血”，培养一支永不走的产科队伍。

手把手带教新技术

在喀地二院，肖喜荣一个星期看
半天门诊，最主要的工作是在病房和
重症监护室参与危重孕产妇管理。从
完善胎儿头围测量开始，他逐渐将产
钳助产、胎儿大脑中动脉多普勒血流

检测、抗磷脂抗体综合征检测等新检
查项目在院内推行。

但接诊的孕产妇情况总是各不相
同。2022年7月5日，一名怀孕18周
的孕妇来院就诊。这名孕妇阴道出
血，肖喜荣仔细查体，发现宫缩并不明
显，但宫口已开4厘米，羊膜囊已部分
拖入宫颈管及阴道内，考虑“宫颈机能
不全”的可能性大。

“如果不进行紧急宫颈环扎，继续
妊娠超过24周的可能性非常低。”当
晚，肖喜荣就为孕妇实施了紧急宫颈
环扎手术。但治疗并没有结束，经验
丰富的肖喜荣知道，孕妇出现早产的
情况必有原因，一定得找出元凶。

通过观察，他发现这名孕妇之前
月经不规律、体形偏胖，有妊娠糖尿病
的可能。果然，这名孕妇的血糖明显
异常，被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肖喜
荣及团队为孕妇制订了详细的饮食方
案，并通过微信随时与她保持联系。

2022 年 9 月 13 日，孕妇孕 28
周。面临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早产，肖
喜荣提前安排其入院进行促胎肺成熟
治疗。5天后，这名孕妇经紧急剖宫
产，诞下一对龙凤胎。经过新生儿科
长达84天的精心护理后，兄妹俩顺利
出院。

一位位危重孕产妇的救治，让肖
喜荣明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于是，他在当地推广宫颈紧急环扎术，
手把手带教。如今，科室的医生都能
独立开展此类手术。结合临床实际，
肖喜荣又在医院推广孕期无创DNA
检测、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检测和治疗
等新技术，不断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

常态化开展急救演练

在救治巴楚县一名危重孕产妇的
过程中，肖喜荣发现仅在医院推广新
技术还不足以提高当地妇产科医生的
诊疗水平，必须加强急救演练。

那名孕妇怀孕37周2天，胎心监
护异常、肝功能异常、凝血功能异常，
被诊断为妊娠期急性脂肪肝。这是一
个妊娠晚期非常少见但致死率非常高
的疾病，当地医院立即为孕妇进行了
剖宫产手术。但剖宫产手术后，其病
情仍旧严重。

晚上9时接到科室电话后，肖喜
荣紧急赴巴楚县指导救治。喀什市离
巴楚县近300公里，途中肖喜荣通过
电话指导当地医生进行凝血功能的纠
正和保肝利胆治疗，这是前期成功救

治的关键。一到达医院，他就立即对
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发现患者病情危
急。于是，肖喜荣建议启动危重孕产
妇救治绿色通道，立即组织线上多学
科讨论，围绕转院风险、救治和转院细
节进行详细沟通。最终，在相关部门
协调下，患者当晚急诊转院，最终转危
为安。

这名患者救治成功了，以后再发
生这种情况怎么办？结合这个病例，
肖喜荣在喀地二院及所辖县常态化
开展理论授课和场景模拟培训，“让
大家以常见病的诊疗模式去处理罕
见病”。

在肖喜荣援疆期间，喀地二院所
辖县市共发生 3例妊娠期急性脂肪
肝，均救治成功。经过培训和演练，当
地“孕产妇急诊手术到胎儿娩出”30
分钟内完成率从0提高到100%。

“需要我们再拉一把”

喀地二院负责所辖6个县的危重
孕产妇救治工作，肖喜荣便依托互联
网远程会诊平台，制订诊治方案，确定
转诊时间，保障孕产妇诊疗安全及转
运安全。他还组建了辖区危重孕产妇

救治微信群，不断推送产科指南、产科
学术会议等信息，对辖区内需紧急转
运的危重孕产妇进行病情评估及救治
指导。针对特别紧急的濒死期产妇，
他联合重症监护室、呼吸科援疆专家
等进行远程会诊和救治。

肖喜荣积极下沉基层，进行培训
与带教，在当地开展危重孕产妇妊娠
风险再评估及高危孕产妇门诊管理
现场技术指导工作。2022年4月，受
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邀请，肖喜荣带
领产科团队走访喀什地区 12 个县
市，全程参与母婴安全督导工作。每
到一个县，他都以妊娠期心脏骤停、
脐带脱垂、子痫等不同场景开展急救
演练。到了乡镇卫生院，他又针对院
外急救、母婴保健及健康宣教、妊娠
并发症早期识别等进行培训和一对
一的指导。

“走遍12个县市，我发现基层医
生真的很渴望学习新知识、新理念和
新技术。”肖喜荣说，基层医疗基础薄
弱，但工作任务重，“需要我们再拉一
把”。肖喜荣已被喀地二院聘为学科
咨询专家，今后会实时与喀什保持联
系。返程时，他将带着他培养的妊娠
糖尿病诊疗管理小组到上海进行学习
培训。

舍不下这援疆情

北京种牙项目
大降价

本报讯 （首席记者叶龙杰）近
日，北京市医保局会同北京市卫生健
康委、人力社保局出台《关于开展全市
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
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据悉，北京市整
合规范15个口腔种植相关的医疗服
务项目，价格平均下降72%，新定价
将于4月20日开始执行。

根据《通知》，比较常见的“种植牙
冠修复置入费（单颗）”项目，公立医疗
机构价格由 4500 元将下降到最低
1103元；技术复杂的“种植体植入费
（全牙弓）”项目，公立医疗机构价格将
由41000元下降到9559元。除降低
项目价格外，北京市同步对“单颗常规
种植牙”医疗服务总费用进行调控，根
据不同等级、不同属地医疗机构以及
国家口腔医学中心等情况分别设立了
4档调控目标，具体为：全市二级及以
下公立医疗机构4300元，非城六区三
级公立医疗机构4500元，城六区三级
公立医疗机构5000元，国家口腔医学
中心（北京大学口腔医院）5450元。

“上述调控目标指的是医疗服务
费用，包括医事服务费、检验检查费、
手术费、麻醉费等。种植所需的种植
体、牙冠耗材需另行收费。”北京市医
保局有关人员指出，非医保定点的民
营医疗机构可参照上述政策确定本机
构具体调控目标，并对社会公开。

此前，国家医保局统一组织口腔
种植体集中带量采购，大幅降低种植
体价格，平均降幅达55%。北京市医
保局有关人员表示，北京市目前正在
开展种植体中选结果落地工作。耗材
集采结果将与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同步
执行。

□特约记者 周翔
通讯员 郭洪福

“因为小肠下坠，老头子走路和小
便多年来一直不利索。这次他在卫生
院接受手术，省去了不少奔波，一切都
很顺当。”近日，江西省于都县葛坳乡
小洲村88岁高龄的村民刘大爷到乡
卫生院接受了疝气手术，陪同的老伴
感叹道。

多年前，刘大爷被检查出患有腹
股沟斜疝，经常尿湿裤子鞋子，生活
质量严重下降。苦于年纪大、出行不
便，老人一直拖着没治疗。一个多月
前，看到一位同病相怜的邻居到乡卫
生院接受了疝气手术，病也好了，老
人这才下定决心就近到乡卫生院解
决问题。

“考虑到老人高龄和所患的一些
基础性疾病等因素，这次疝气手术采
用局部麻醉的方式进行。”主刀医师谢
金生介绍。

刘大爷的健康改善，正是受益于
近年来葛坳乡卫生院服务水平的整体
提升，尤其是卫生院特色专科——老
年疝气专科的成功打造。

2022年，该卫生院利用县级医院
外科专家到卫生院进行技术帮扶的契
机，重点发展老年疝气专科，使更多出
行不便的老人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卫生院还选派年轻医师对接跟师，选
送麻醉专业人员赴上级医院进修。此
外，卫生院安排9.7万元对手术室进
行升级改造，添置设备。手术室改造
后，小儿（成人）疝气、包茎和包皮过
长、各种四肢钢板内固定及拆除、阑尾
炎、膀胱切开取石等方面的常规手术
均能开展了。

该卫生院院长袁年祥表示，调研
发现，很多老年人不愿意舟车劳顿出
远门治病，以致相当一部分患者没有
得到及时诊治。卫生院今后将继续发
挥专家驻院帮扶的作用，进一步优化
手术路径，把老年疝气专科打造成一
专多能、特色鲜明、辐射力强、接地气
的品牌学科。

据了解，近年来，于都县依托
国家卫生健康委开展的对口支援，
在加快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基
础上开展乡镇卫生院特色专科建
设，与县级医院上下联动、差异互
补，形成“大而全+小而专”医疗服务
体系。

同时，多措并举推动医疗资源有
效下沉，建立城乡协同、以城带乡的帮
扶机制，激励县级医院临床专家、管理
骨干深入基层传帮带，引导扶持每家
卫生院科学定位、集中精力建设发展
1～2个特色专科。目前，该县27家
卫生院和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绝大
多数建成了特色专科。

江西于都卫生院
特色专科建起来

青海51名先心病患儿
赴南京治疗

本报讯 （特约记者吴黎）近日，
由江苏省对口支援青海省工作队组织
的“心佑工程”欢送仪式在青海省海南
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举行，该省51名
先心病患儿赴江苏省南京市接受“心
佑工程”团队救治。

据悉，“心佑工程”是由南京医科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中心组织发
起的免费救助困难家庭先天性心脏病
患儿的健康扶贫项目。自2014年启
动以来，“心佑工程”项目团队先后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
区等省份，免费开展先心病筛查救助
工作，共筛查10万余人，开展义诊和
科普讲座400余场次，免费培训县乡
基层医护人员1万多人，募集爱心资
金1000多万元，免费救助近1000名
困难家庭先心病患儿。

本次是“心佑工程”项目团队第8
次到青海开展先心病筛查救助工作，
筛查范围由海南州扩展至青海全省。
最终，共有51名先心病患儿前往南京
接受免费手术治疗。

普惠托育
家长放心

3 月 24 日，江苏
省宿迁市宿豫区豫爱
云朵托育园内，宝宝
们在老师指导下进行
活动。近年来，宿迁
市通过公建公营、公
建民营和嵌入式普惠
托育园等形式创新发
展机制，不断提升高
质量“幼有所育”服务
水平。截至目前，该
市现有托育服务机构
274家。
通讯员仲启新 罗智

特约记者程守勤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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