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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牢全省“救心网”

黑龙江省冬季寒冷而漫长，在自
然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与其他

省份相比，该省城乡居民的心肌梗死
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发病
率一直处于高位，严重影响当地居民
健康水平。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有
着全国综合医院中床位最多、建筑面
积最大的心血管内科，全科共有8个
病区、400多名医务人员，年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量超万例。中华医学会心血

管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医大二院胸痛
中心技术总监于波介绍，2013年 10
月，该院成立胸痛中心，扛起了提高
全省心血管疾病救治能力的重任。
10年来，哈医大二院联合哈尔滨市
内的三级医院，以及省内各市级、县
级医院，利用多种信息技术手段，增
强基层医院及社区救治能力，提升急
性心肌梗死的整体救治水平。截至
目前，该院已推动黑龙江省建立包括
203家胸痛医联体成员单位在内的
疾病救治体系，织牢守护居民健康的

“救心网”。
据介绍，哈医大二院始建于1954

年，经过近70年奋斗历程，其已经发
展成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和
康复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
院。该院有省内唯一的心脏、肝脏、肺
脏、肾脏四大器官移植中心，年门诊量
达220余万人次，年手术量超过13万
人次。

诊疗服务上“云端”

黑龙江省医院是位于哈尔滨市的

另一家三甲综合医院，2019年，黑龙
江省第一张互联网医院牌照诞生在
这里。

运行4年来，经过两次更新迭代，
黑龙江省医院互联网医院已上线26
个专业的92个临床科室，600多名注
册医师跨越山河林海，累计在线接诊
患者近50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该院互联网医院
不仅实现了线上问诊、远程医疗、远
程会诊等功能的集成，还向下联通了
部分乡村、社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向上联通了上海华东医院、北京协
和医院等国内高水平医院，可以为患
者提供线上线下跨院多学科诊疗。例
如，在肺结节诊疗领域，黑龙江省医院
多学科诊疗团队与上海华东医院专
家通过线上多学科一站式会诊平台，
已完成患者会诊720余例，并通过三
维手术规划完成胸腔镜微创手术70
余例。

温情守护“候鸟老人”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

高，每年冬天来临时，都会有数十万名
哈尔滨市民选择前往南方“温暖过
冬”，其中大部分人的目的地是海南
省三亚市、琼海市等地。这个以退休
老人为主的群体，被形象地称为“候
鸟人群”。

“南飞”数月甚至半年，这些老
年人难免会遇到健康问题需要就
诊，而在“越冬地”异地就医面临着
医保报销程序烦琐、报销比例偏低
的现实问题。哈尔滨市聚焦市民

“急难愁盼”，正在将这些难题逐步
化解。

（下转第2版）

哈尔滨：守护健康 无问南北

健康中国·行走黑龙江①

由我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创办，继承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红
色血脉的哈尔滨医科大学，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医学人才；
1947—1948年，作为我党我军创办的第一份专业报纸，《健康报》在哈
尔滨市克服种种困难坚持出版……

在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史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有着举足轻重
的位置。守护百姓健康，一直是这座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鲜亮底色。进
入新时代，在新的历史坐标系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哈尔滨市深度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加快构建外向
型产业体系，正在全力打造国家向北开放枢纽城市，奋力开创全面振
兴、全方位振兴新局面。

近日，本报“行走健康中国”报道组来到位于祖国最北端的黑龙江
省，第一站走进该省省会——有着“冰城”之称的哈尔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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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易双洪 通
讯员倪可心）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江西省政府在江西省南昌市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西省建设国家中
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情况。记者从发
布会上获悉，自2021年 12月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等5部门批复江西省建设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以来，江
西省围绕加强组织领导、促进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推进医保政策改革等7
个“必答题”和发展中医药治未病、推
进中医药产业化2个“特色卷”，推动
中医药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各项建
设任务取得积极成效。

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医药服
务能力和可及性显著提升。近年来，
江西省推动中医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
均衡布局，打造以省级中医院为龙头、
市级中医院为支撑、县级中医院为基
础、基层中医馆为网底的服务体系。

目前，该省共建设 1773个基层中医
馆，实现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
乡镇卫生院基层中医馆全覆盖，基层
中医药服务占比达到34.33%。

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现代化中
医药产业体系日趋健全。江西省加快
推进中药材标准化、规范化种植，建成

“定制药园”54个，为35个中药材品
种建立了追溯体系。近5年，该省中
药材种植面积增加了1.78倍。

大力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强化
中医药科技创新支撑。江西省持续推
进中医药科研机制创新，实施“科技+中
医药”联合立项，聚焦传承中医药精华、
推进中医药创新，支持中医药基础、临
床、产业等领域的关键问题研究。今
年，国家1类中药创新药“枳实总黄酮
片”获批上市，该药为江西省第二个获
批的1类中药创新药，也是今年全国批
准上市的5个1类中药创新药之一。

江西交出
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答卷

河南实施
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

本报讯 （记者李季）近日，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
等7部门联合印发《河南省中医药文
化弘扬工程实施方案》，明确9项重点
任务，全面推进河南省中医药文化高
质量发展。

9项重点任务分别是：加强中医
药文化内涵研究，深入开展河南省中
医药文化与管理研究项目，做好中医
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打造
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推动张仲景博
物院等重大项目建设，遴选建设宣教
基地、知识角等中医药文化体验场馆；
推动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加大中医
药文化宣传展示力度，提升河南中医
药在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丰富中
医药文化产品供给，实施河南省中医
药文化著作出版资助专项，支持中医
药文化产品创作；深入推进中医药文
化进校园活动，加强高等院校中医药
文化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深化中医医
疗机构文化建设，推动中医药文化与
党建工作紧密结合，将中医药文化建
设纳入中医医院“中医特色”核心指标
和“基础管理”核心指标管理评价具体
内容；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播队伍，持续
遴选推荐国家和省级中医药文化科普
巡讲专家；促进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
推动中医药健康服务与养老、体育、旅
游、中药产业等有机融合，打造具有河
南特色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品牌；推动
中医药文化海外交流，在中医医疗、教
育、科研、制药、服务贸易发展等方面
加强国内外深度合作与交流。

重庆优化
医疗机构资源配置

本报讯 （特约记者肖华 通讯
员杨莉）近日，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印发
《重庆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023—
2027年）》。《规划》提出，到2027年，
全市设置126家公立综合医院、47家
公立中医类医院、43家公立专科医
院、40家妇幼保健院，至少建成80个
区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和80个社区
医院；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床
位数达到8张，每千人口公立医院编制
床位数达到4张；每千人口执业（助理）
医师数达到3.6人（中医类别达到0.75
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4人，每
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和每
百张床位临床药师数均达到1人。

为实现上述目标，《规划》明确了
7项重点任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
容和均衡布局，积极推动医学中心和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三级医
院建设；大力提升临床服务水平，加强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开展专病中心建
设；完善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推进妇幼
保健机构规范化建设，加强诊疗能力
提升，优化出生缺陷防治网络；夯实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开展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能力建设，加快推进标准化
乡镇卫生院建设，开展村卫生室服务
能力标准化建设；优化中医服务体系建
设，建设中医药医疗服务高地，促进区
县级中医医院提档升级，增加中医药服
务供给；加强薄弱学科服务体系建设，
完善康复医学服务体系建设，加快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精神专科体
系建设，完善传染病救治体系建设，加
强职业健康医学体系建设；引导其他
类型医疗机构健康发展，规范社会资
本办医，加强互联网诊疗体系建设。

低碳骑行

12 月 5 日，在浙江省杭州市
淳安县千岛湖大道上，自行车运
动爱好者在骑行锻炼。

杨波摄

□本报记者 杨世嘉
特约记者 潘明华
通讯员 赵梦鸽 龚柱华

沈玮哲

援外医疗是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珍视生命的生动体现。60年来，中国
援外医疗队以精湛医术造福当地百
姓，以仁心仁术书写大爱与担当，架起
了促进民心相通的友谊桥梁，为增进
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友谊、推
动彼此友好合作、推进人类和平与发
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生命的守望与相遇

阿尔及利亚位于遥远的非洲大陆
西北部，与中国远隔重洋，但两国人民
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深厚情谊。在
当地，有1万多人名为“西诺瓦”，这一

名字译为“中国人”。
长期以来，阿尔及利亚妇产医院

医疗服务能力较弱，孕产妇死亡率较
高。自1993年以来，4次赴阿尔及利
亚开展援外医疗工作的中国援外医疗
队群体代表、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
妇产科原主任医师徐长珍与“西诺瓦”
们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谊，当地人亲
切地称她为“妈妈徐”。

“由于战乱，我们在非常困难的
情况下开展工作。”徐长珍回忆，医疗
队抵达当日就收治了一名重度胎盘
早剥、失血性休克的患者，母子生命
危在旦夕。徐长珍经腹切开子宫取
出胎儿，在吸痰器等急救物品不到位
的情况下，口对口吸出新生儿口内
的羊水和分泌物并进行人工呼吸。
最终，母子转危为安。这名新妈妈为
了感谢中国医生，给孩子起名为“西
诺瓦”。

当地70多岁的患者达赫凯拉因
产伤患有严重的直肠阴道瘘。由于子

宫脱垂、大小便失禁，30多年来达赫
凯拉没有穿过一条干净的裤子。听闻
中国医疗队到来，她抱着最后一线希
望求治。“她的直肠阴道瘘面积大、瘢
痕硬、位置高，稍加腹压肠管就会脱
出，鲜红色的包块如拳头一般大。”在
队员们的配合下，徐长珍为她成功施
行了直肠阴道瘘修补术、子宫脱垂矫
治术和肛门括约肌重建术。当达赫凯
拉第一次能从肛门排便时，她激动地
抱着徐长珍哭了起来，同病房的病友
都伸出了大拇指，有节奏地喊着：“西
诺瓦！西诺瓦！”

2000年3月，徐长珍作为中国第
18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队队员再次
来到当地开展援外医疗工作。徐长珍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6年前因
战乱未及时进行手术治疗的子宫黏膜
下肌瘤患者拉塞拉。“她渴望有一个家
庭，有一个自己的宝宝。”徐长珍没有
犹豫，决定尽快为拉塞拉手术。

徐长珍不仅切除了拉塞拉身上的

肌瘤，更保住了拉塞拉做妈妈的梦
想。彼时，手术室里一片沸腾，当地医
护人员齐声高呼“西诺瓦”。数月后，
拉塞拉带着自己的男友来看望了徐长
珍。“我发自内心地祝福他们，希望她
会有一个健康的宝宝。”在徐长珍看
来，一次次危急的救治、一个个生命的
延续架起了中阿友谊的桥梁。

在当地工作7年间，徐长珍及队友
累计治疗妇产科门诊患者3.2万余人
次、住院患者及产妇6.8万余人次，开展
手术1.5万余台次，抢救危重患者780
余人次。自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
出首支援外医疗队以来，中国已向阿
尔及利亚派遣27批医疗队、3522人次
医护人员，累计诊治患者2700多万人
次，接生新生儿207万余名。

震区的亲历与坚守

2023年 9月 8日 23时 11分，摩

洛哥马拉喀什大区发生 7.0 级地
震。“感觉楼房明显在晃动，越来越
多的人从家中出来，广场上人声嘈
杂……我接到助产士的电话，让我
赶紧回院。”中国第194批援摩洛哥
医疗队本格里分队队员、上海市第
八人民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张茜
回忆。

2021 年 11月，中国第 194批援
摩洛哥医疗队一行29人赴摩洛哥执
行援外医疗任务，本格里分队所在的
本格里中心医院承担着该地区约7万
人的医疗卫生健康工作。

“医院突然多了许多救护车。我
进入救护车，看到担架车上有很多鲜
血，一名胎盘早剥患者血压达161/98
毫米汞柱，需要立即手术！”张茜回忆，
危急关头，中国医疗队队员及当地医
护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无人的病房
实施手术，在紧密配合下成功挽救了
这对母子的生命。术后，张茜又安抚
其他孕妇的情绪，为她们摸宫缩、听胎
心、测血压，坚守在本格里中心医院救
治一线。

“医院的护士长都吓哭了，我抱着
她给她安慰，她和院长一个劲夸赞中
国医生，感谢中国医生在地震中始终
坚守在医院，守护当地孕产妇的安
全。”张茜坦言，灾难面前，没有人能做
到处变不惊，但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
职，面对患者医生必须义无反顾。

（下转第2版）

跨越山海的“连心桥”

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③促进民心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