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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风景线

近年来，一些企
业办医院受运行机制
不完善、投入不足、人
才流失、发展空间受
限等因素制约，发展
速 度 缓 慢 。 1958 年
建立的银川 铁 路 医
院 也 曾 面 临诸多困
难。不过，在几经沉
浮后，医院用 5 年时
间实现华丽蜕变。

从企业办医疗机
构到自治区级中西
医结合医院，从连年
亏损、举步维艰到三
级中西医结合医院，
从人才严重流失到部
分科室一床难求，这
家医院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根本在于采取
差异化发展战略。而
这一切要从 2021 年
其更名为宁夏回族自
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说起。

走中西医结合之路
以差异化突出重围

银川市火车站向西200多米，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傲然挺立。这家医院的曾用名为
银川铁路医院，服务对象主要是
铁路职工。2004年，医院移交宁
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管理，更名为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

那时，医院内外部环境严峻。
在内部，与许多企业办医院一样，
从铁路部门剥离后，医院发展受
限，入不敷出，人员流失，运行艰
难；在外部，周边环绕4家三甲医
院，竞争激烈，发展异常艰难。

2019年，任宏新担任院长一
职，下定决心带领医院突出重
围。之后，医院领导班子遍访各

临床科室，并多次组织召开职工大会，
集体商议医院未来出路。最终，领导
班子确定，医院走中西医结合之路。

在接下来的2年，全院干部职工
撸起袖子埋头干。2021年上半年，医
院更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下半年晋级三级医院。今年，医
院通过国家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
专家组现场核验。

企业办医院要发展必须实行差异
化发展战略。从西医医院到中西医结
合医院，改变的不仅是名称，还有服务
模式与服务能力。为了挖掘中医、西
医优势，医院探索具有中西医结合特
色的多学科诊疗（MDT）模式，组织中
医、康复、药学、营养等学科会诊和查
房，提升急危疑难重症中西医结合综
合诊疗能力。

与此同时，医院制定中西医结合
优势病种临床路径45条，不断规范诊
疗行为；创新建立门诊中医综合治疗
区，并在各专科设立中医综合治疗室，
进一步扩展中医药服务覆盖范围，为
患者提供更多中西医结合诊疗选择；
推广使用协定方81个，中药使用量逐
年提升。在治未病方面，医院定期到
乡镇和社区提供中医健康管理全程服
务，开展健康教育和技术指导。

医院门诊中药处方量、中药饮片
处方量、出院患者应用中药饮片人数
均逐年上升。截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门诊中药处方量占比为40.17%，
门诊中药饮片处方量占比为30.24%，
中药饮片住院患者使用人数占比为
87.4%，非药物中医技术住院患者使
用人数占比为90.7%。

如今，医院年门诊量超过27万人
次，年住院量超过1万人次，中西医结
合诊疗能力不断提升，口碑持续向
好。医院成功创建银川市“120”急救
分站、全区职业病体检指定医院、银川
市工伤定点医院。

短短5年时间，医院成为宁夏回

族自治区卫生系统标兵。在2020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区直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绩效评价中，医院排名位列第三
名。医院党委连续5年获先进基层党
组织称号，先后获全国百姓放心示范
医院、全国院务公开民主管理A级示
范单位、全国健康促进医院、全国创先
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单位
等荣誉。

中西医并重显特色
专科影响力大提升

近年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
结合医院坚持守正创新，以“提升解决
疑难疾病能力、促进临床科室水平、提
升科室影响力”为发展目标，发挥中西
医结合诊疗技术优势，将研究成果用
于临床。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自2017年
以来，医院招聘中医、中西医结合专业
高层次人才15人，柔性引进博士研究
生导师7人，选拔2名首席专家、5名
青年拔尖人才及10名骨干人才。

在专科建设方面，医院省级重点
专科数量由2019年的1个增至2023
年的9个。目前，疼痛科被评为自治
区级优势重点专科，重症医学科被评
为自治区级临床重点专科，内分泌科、
急诊科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
结合重点专科，骨科、皮肤科、针推科、
消化科、心血管内科获评京宁合作中
医重点专科。

其中，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最早
建立重症康复病房的科室，重症医学
科探索推行一系列举措。据重症医学
科主任冯涛介绍，科室不仅把早期床
旁康复融入急危重症患者管理，还建
立了“重症治疗—重症康复—加强康

复—慢病康复”一体化诊疗模式，实现
重症康复患者诊疗的无缝化、精细化、
全面化。

“重症医学科之所以发展迅速，得
益于科室以中医和现代康复理念为依
托，采用中西医结合特色诊疗技术，开
展针刺促醒技术、冲击波治疗、间歇导
尿等特色治疗，减少了疾病后遗症。”
冯涛表示。

一名因脑梗死导致生活不能自
理的 31岁患者，经重症医学科治疗
1个月后，可以完成体位性转移、抓
握动作、语言沟通等，治疗2个月后，
可以自主站立。一名48岁患者，因
脑血管瘤破裂引发脑出血，常处于昏
迷状态。重症医学科对其进行床旁
康复、运动治疗，以及针灸促醒辅以
中药治疗一段时间后，患者可拄拐杖
行走。

如今，中西医结合理念已深入医
院每一名医护人员的心中。疼痛科主
任丁永国说，疼痛科21名医护人员，
全部掌握中医技术，不仅包括针灸、理
疗、推拿、按摩、拔罐、小针刀、穴位注
射等传统中医止痛疗法，还逐步开展
银质针、神经阻滞、低温等离子、激光
气化、射频热凝等新技术。

丁永国说，疼痛科拥有十大核心
技术，为科室发展奠定了基础，包括银
质针经皮骨骼肌松解术、超声引导下
神经阻滞技术、三氧疗法、微创椎间盘
射频热凝+臭氧消融术、免疫三氧自
体血回输疗法、全可视化脊柱内镜技
术、股动脉穿刺药物灌注术、鞘内药物
输注系统、富血小板血浆治疗技术
（PRP）、脊髓电刺激。

在丁永国的带领下，疼痛科年门
诊量超过 6000 人次，年住院量近
1500人次；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率先采
用脊髓电刺激术治疗难治性疼痛及神
经病理性疼痛，率先采用鞘内药物输
注系统植入术治疗癌痛及难治性疼
痛；牵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疼痛专

科联盟，创建宁夏回族自治区疼痛微
创诊疗技术创新中心；承担宁夏回族
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7项。

党建引领促发展
铆足干劲创三甲

今年8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卫
生健康委、宁夏回族自治区医院评价
指导服务中心组织下，国家医院评审
专家组对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结合
医院进行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院现
场核验。

专家组深入各科室、各部门，通过
查阅资料、走访查看、访谈提问、应急
演练等方式，对医院党建、管理、医疗、
护理、院感、重点专科、药事、检验病
理、影像等工作进行全面检查和评
价。专家组肯定了医院在党建、重点
专科建设、中医药人才培养等方面所
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希望医院发
挥中西医结合优势，持续提升医院中
西医结合综合服务能力。

任宏新表示，之所以能够获得评
审专家组的肯定，关键在于医院积极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牢固“中西医协同
发展，差异化错位竞争”发展定位，发
挥医院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
促改革、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以党建
引领、人才兴院、党支部聚力、医德立
院为根本，找准党建工作定位，创新党
建工作举措，促进党建工作与医疗工
作融合发展。

医院党委组织开展“党委书记讲
党课”“党委委员大宣讲”和理论读书
班等活动，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始终把
稳差异化发展方向，制定中西医结合
发展战略，突出中西医并重特色办院，
推动医院迈进三级甲等中西医结合医

院行列。
同时，医院把党的领导融入

医院治理的各个环节，把党的政
治优势转化为医院的发展优势。
例如，医院党委把党建工作纳入
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建立党建与
业务、党委委员与联系党支部“两
个一体考评”机制，压实责任，形
成党建业务“一盘棋”的良好局
面，做到两手抓、两促进。

医院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
才，积极实施“人才强院”战略，打
造“人才蓄水池”。在首席专家和
学科带头人中，党员人数占比超
过60%，党支部书记兼科室主任
人数占比为93%。近期，医院从
65名入党积极分子中吸收新党
员35名，其中28名党员成为科
室业务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医院将中西
医结合文化融入医院规划建设，
设立中西医文化长廊、廉政走廊、
医院文化和党建活动会议室，开
展“最美中西医结合人”评比、“西
医学中医、中医学经典”与中医药
师承教育等工作，以及“信仰与忠
诚”“重走新时代的长征路”等党
性教育，同步谋划、同步推动、同
步发力，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

如今，全院共有211名执业
医师，其中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和
经过2年及以上中医药知识和技
能系统培训的临床类别医师数量
占比为66.35%；在护理人员中，
接受中医药、中西医结合知识和
技能岗位培训的人数占比为
81.39%，中医护理服务量由2019
年的16.5万余人次增至2023年
的32.9万余人次。在国家卫生健
康委满意度调查平台中，医院门
诊患者满意度为95.38%，住院患
者满意度为94.11%。

一家企业办医院的蜕变之路
——写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创建三级甲等医院之际

□本报记者 张晓东

□本报记者 郑纯胜
通讯员 陈素玲 陈晓琴

近日，中宣部公布2022年全国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范项目、
优秀团队、服务标兵名单，浙江省温州
市第七人民医院“银发守望”服务团队
获评优秀团队。9月4日，记者跟随该
服务团队走村入户，实地体验他们的
工作。

来到丁岙村

“大伯，您要加强手功能的锻炼，这
样以后活动起来会更利索些的。”当天，
温州市的天气潮湿闷热。温州市第七
人民医院“银发守望”服务团队创始
人、老年科主任土文珍和副护士长周斯
拉，来到瓯海区潘桥街道丁岙村村民

黄大伯家中送医送药。
黄大伯中风多年，左边的手脚基

本失去了活动功能，靠着手扶支架活
动。“银发守望”服务团队成员定期上
门给他送药，并指导他进行康复锻炼。

“这次我们送来了板蓝根颗粒、麝
香镇痛膏、连花清瘟颗粒等常用的药
物。”土文珍把装好药物的袋子送到黄
大伯手上，耐心地向他交代服用方法。

在丁岙村，“银发守望”服务团队
还走访了长年卧床的83岁的何阿婆
和71岁的丁大伯。“阿婆，您要多翻翻
身子，不然容易长褥疮呢！”“大伯，您
的腰疼还没好利索，这段时间不要干
重活！”土文珍认真给两位老人检查了
身体，并叮嘱他们一些注意事项。

“我们在走村入户时，还特别关注
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前几年，我们在
上门服务中发现了一位被家属长期关
在家里的患精神障碍的老人。老人当
时蜷在床上，神情木讷。队员们将其

接入医院，帮其申请减免医疗费用，办
理残疾鉴定，申请办理低保困难户。
在积极治疗之下，老人的精神状况稳
定下来，已经回归家庭。”土文珍说。

谈及“银发守望”志愿服务队组建
的原因，土文珍说，他们在日常诊疗中
发现老年人就医有种种困难，并且缺
乏老年精神卫生知识，于是思考如何
把治疗的“战线”前移，普及老年人心
理知识，进行社区干预。

2010年，在温州市卫生部门的指
导推动和医院的大力支持下，土文珍牵
头成立由医院老年科医师、心理治疗
师、康复治疗师和护士等医护人员组成
的“银发守望”志愿服务队。至今，志愿
服务队的核心成员已有50多人。

走遍山区海岛

“我以为人年纪大了，记性自然就

不好，但没想到我妈已经有老年痴呆
前兆了。”当天，在丁岙村党群服务中
心，“银发守望”志愿服务队举办的为
老义诊活动，吸引了不少老年村民。
村民张女士的母亲经筛查考虑为“老
年痴呆”，她这才对母亲近期的“碎碎
念、重复讲一件事、东西放在哪里老
是找不到”的反常表现恍然大悟，也
因母亲目前还处于“早期阶段”松了一
口气。

自2018年以来，志愿服务队坚持
定期、分片区走进村民家中，开展老年
人失智（痴呆）、抑郁等疾病筛查。“我
们走遍了温州市13个县（市、区）的山
区海岛，累计举办142场义诊活动，发
放安心手环860多个，惠及1万多名
老年患者。”土文珍说，“近几年筛查出
197名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志愿者对
他们进行心理干预及长期随访，将慢
病、精神障碍的康复、治疗方法教给患
者及家属。同时，为减轻患者家庭经

济负担，仅去年1年时间，为108名住
院患者申请“慈善减免”，金额累计达
20余万元。”

在院内服务方面，周斯拉表示，老
年科引入国内外多元化的康复护理模
式及整体评估理念，为老年患者量身
打造康复计划；与老人共庆节日、生
日，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每逢中
秋、春节等传统节日，住院老人非常想
念家人，“银发守望”团队总是想方设
法装扮病房环境，营造节日气氛，组织
开展传统节日活动，邀请老人家属共
同参与，或通过视频连线等方式，帮助
老人和家人团聚。

为老服务永远在路上。温州市卫
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温州将推
广“银发守望”团队的好做法，组织更
多的为老服务团队，在守护老年人健
康的同时，协助家庭经济困难的患者
申请“慈善减免”，让更多的山区及农村
老年居民得到“健康送下乡”的红利。

为“银发一族”守望健康
病房里兴起
正念减压

□特约记者 梁时荣

“在参加活动之前，我已经失眠很
长时间了。细心的刘护士长建议我参
加医务社工组织开展的正念冥想活
动。我就抱着试试的想法参加了，谁
知当天晚上竟沉沉睡了一夜，醒来后
浑身轻松。”9月9日，在湖北省十堰市
太和医院肿瘤病房，一位患者分享了
她的喜悦。一旁的护士长刘荣英见
状，向她竖起大拇指。

国家二级心理治疗师、太和医院
副主任护师杜成芬介绍，正念是一种
心理疗法，正念练习可使人获得深度
宁静状态，当下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和
缓解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肿瘤患者在治疗时往往会有很多
负面情绪，这些情绪都会影响他们的饮
食、睡眠和心理状态，进而影响治疗效
果。我们尝试定期开展系列减压活动，
帮助肿瘤患者改善自身状态，增强治疗
信心，以达到促进康复的目的。”太和
医院社工部主任沈正海说。

“每次在开展活动前，医务社工均
要认真细致地甄选需要帮助的病友。
先对他们进行一对一访谈，征询对方
的意愿，并合理安排治疗护理项目。”
杜成芬说。

为满足更多患者需求，医务社工
增加了活动频次，同时成立太和医务
社工志愿队，面向社会招募更多热心
公益的志愿者。截至目前，全院医务
社工志愿者有300余人，先后组织开
展活动60余次，惠及患者150余人。

□特约记者 郭海蓉 魏剑
通讯员 张璐

“谢谢您，乌医生，您让我母亲走
得很安详、很体面。”近日，在陕西省宝
鸡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医生办公
室，黄奶奶的家人紧紧地握住主治医
生乌博莉的手。

前不久，71岁的黄奶奶因患巨块型
原发性肝癌晚期住院，肝腹水、高尿酸血
症、肝肾综合征等的各项指标均明显异
常。乌博莉和护理团队进行姑息治疗和
心理疏导，老人各项指标时有好转。

为了帮黄奶奶减轻大量腹水导致
的腹胀不适，乌博莉每日必为其做腹
腔引流与换药。每次治疗时，她总是

轻轻拉着老人的手，柔声细语鼓励老
人，动作轻柔又麻利地为其换药。随
着病情的不断恶化，黄奶奶不时有气
短、腹胀、少尿等症状，乌博莉总能及
时对症处理。

渐渐地，乌博莉成了老人最信任的
人。老人情绪稳定时，向乌博莉说出了
自己的遗憾。黄奶奶曾帮助一些家庭
照顾过孩子，深知自己时日不多，黄奶
奶想再看看孩子们。乌博莉帮老人与
孩子和家长取得联系。当得知“黄妈
妈”的身体情况时，这些孩子及其家长
自发前来，送“黄妈妈”最后一程。“谢谢
你们来看我，我很满足。”处于生命倒计
时的黄奶奶倍感安慰。黄奶奶临终当
天，乌博莉和护理人员一直守在床边，
陪老人走完她人生的最后一程。

陪黄奶奶走完最后一程

“三下乡”先进·看团队

今天我是小牙医

在9月20日第35个全国爱牙日
即将来临之际，河南省开封市口腔
医院儿童口腔科近日举办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我是小牙医”体验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拿着口镜、镊子模拟
检查口腔，了解龋齿的治疗，更加直
观地认识到保护牙齿的重要性。

本报记者李季 通讯员叶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