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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姚常房
本报记者 孙伟 阎红

闫龑 刘嵌玥

距离《新时代东北振兴“跳高队”
大连方案》审议通过已满1年，大连正
在以更大担当和作为谱写健康大连的
新篇章。

3年前，大连市委市政府对全市
医疗卫生资源进行了新一轮战略调
整与布局，重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与
医疗服务体系。3年来，该市绘就的

“大健康战略蓝图”正在一步步实现，
给市民带来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

过去3年内，大连在调结构、做增
量上有诸多大动作：整合原市妇产医
院、市儿童医院、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3家独立建制的三级专科医院，组建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整合大连
市传染病医院与结核病医院职能及大
连市疾控中心部分疾病预防控制、慢
性病管理等职能，组建成大连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15个县域医疗卫生次
中心建设项目正在有序推动……

与3年前相比，大连市重新排列
组合后的医疗卫生资源对市民的吸引
力更大了。“今年，到北京市、上海市、
辽宁省省会沈阳市就诊的患者分别较
上一年度下降5.2%、4.2%和17.3%。”
大连市政府副秘书长，大连市卫生健
康委党组书记、主任赵作伟说。

作为东北地区的门户城市，大连
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变化，
深刻影响着卫生健康服务供需格局。
根据《大连2049城市愿景规划》总体
战略布局，大连需要建立与城市发展
定位相匹配的高质量、多元化的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

大连市坚持先画蓝图，做好规划，
有效引导优质资源均衡布局，避免因

盲目扩张导致现有优质医疗资源被稀
释摊薄。其中，两张标志性蓝图是大
连市2020年出台的深化医改的两个
顶层设计方案：《关于进一步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2020—
2030年）》《关于改革完善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实施方案》。

改革需要有的放矢。赵作伟坦
言，大连优质医疗资源布局不够均衡，
呈现“总量多、不均衡”“有高原、缺高
峰”现象，期待通过“做强大医院、提升
县医院、夯实基底层”，构建“顶天、立
地、强腰”的有序就医和诊疗格局。

在蓝图指引下，大连正在建立两
套体系：防控网络清晰、应急反应迅
速、适宜平急结合、预防关口前移的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分级有序、医防
有机协同、医院特色鲜明、服务公平可
及的医疗服务体系，以期探索破解医
疗资源相对不均衡、服务体系碎片化、
基层服务能力不足等难题，推动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全面提升市民健康
福祉。

3年来，大连改革的力度与效果
可以从四个维度体现出来：

一是政府舍得投入。基本建设和
大型设备购置由政府投入，卫生健康
支出较5年前上涨52%，公立医院立
项金额较5年前增加2.3倍。

二是城市“夹心层”医院在转型
中有发展。医疗服务收入占比较 5
年前提高42%；国家重点专科较5年
前增加40%；平均住院日较5年前缩
短17%。 （下转第2版）

大连：东北振兴“跳高队”又有新高度

新时代新征程，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
面 临 新 的 重 大 机
遇。站在新的历史
坐标上，辽宁省卫生
健康事业正奋力走
出高质量发展可持
续振兴的新路子。
近日，健康报“行走
健康中国”报道组先
后来到大连、盘锦
和沈阳三市，观察
健康辽宁建设中锻
长板、补短板的智慧
与实践。

《中国卫生》
年度“双十大”
拟推介结果公示

近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
革司、宣传司指导，经专家筛选评审会
议审议通过，现将《中国卫生》杂志社、
健康报社主办的2023年度“推进医改
服务百姓健康十大新举措、十大新闻
人物”拟推介结果进行公示，详细名单
如下：

十大新举措包括：北京：医改让群
众看病就医更方便；天津：推进家医签
约按人头总额付费；上海：构筑居民

“家门口”的健康守护网；江苏：深化结
对帮扶，共建区域医疗中心；安徽金
寨：卫生健康工委深化“三医”协同；福
建：数字赋能检查检验结果共享互认；
江西修水：构建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河南：以便民服务“小切口”，撬
动看病就医“大民生”；湖北荆门：创
新引领，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
海南：以数字疗法助力服务提质增效
降费。

十大新闻人物为：山西省介休市
人民医院院长、介休市医疗集团院长
樊金荣，辽宁省盘锦市卫生健康委党
组书记、主任徐健峰，浙江省卫生健
康委党委书记、主任王仁元，山东省
菏泽市成武县委书记黄福常，湖南省
湘潭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艳希，广西
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
书记、主任李兵，重庆市开州区委副
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陈道彬，四川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徐斌，
贵州省铜仁市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
局长熊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库车市医疗集团
理事长第继周。

公示 时 间 为 2023 年 12 月 27
日—2024年1月2日。

如对公示内容有异议，请联系《中
国卫生》杂志社编辑部。

联系人：杨金伟
联系方式：010-64622150

□本报记者 崔芳
通讯员 胡德建 杨舸

晨光熹微，不夜的山东省潍坊市
人民医院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繁忙。一
早到潍坊市人民医院就诊的人们或许
发现不了，为应对近期增多的呼吸道
疾病患者，发热门诊无论是刚下夜班
的还是上白班的医务人员都增多了，
但是一定能感觉到挂号、看病并没有
想象中的拥挤；或许不会坐停车场的
摆渡车一站直达门诊楼，但一定能注
意到摆渡车会为每一个行动不便的就
诊者停留；或许不清楚门急诊变得越
来越便捷顺畅背后的门道，但一定会
真心为这样的变化欣喜……

“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难，提高医
疗服务满意度，从根本上讲，就是要立
足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提供优质高效、
有人情味、有性价比的服务。”潍坊市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苏茂泉表示，要做

到这一点，关键是调动医患双方的积
极性，实现互利双赢。而潍坊市人民
医院在不断探索中，找到了实现这一
良性循环的“推进器”。

快一点，再快一点

3月16日12时8分，潍坊市人民
医院卒中中心接到“120”通知：一名
有脑梗死病史的患者在12时出现言
语含糊、左侧肢体无力症状。12时30
分，该院卒中中心副主任医师庄甲军
赶到患者家中，经检查后确定治疗方
案；12时 41分，为患者行静脉溶栓，
边治疗边返回医院。在患者发病1小
时19分钟、接受治疗38分钟时，一场
危急的脑卒中救治宣告成功，患者完
全恢复到发病前状态。

“对于脑卒中患者来说，及时进行
静脉溶栓是跑赢死神的关键，因此每
一秒钟都十分宝贵。”庄甲军介绍，在

传统的急救模式中，患者从发病地到
医院，不但需要一定时间，而且入院后
再接受检查很容易浪费早期救治的黄
金时间。作为国家高级卒中中心，该院
从今年3月起投用5G移动卒中车，将
卒中救治部分关键诊疗步骤提前至院
前阶段，实现了“患者上车即入院、入院
即治疗”，大大提高了急救成功率。

急诊提速只是潍坊市人民医院近
年来服务效率提升的一个方面。“我们
已经实现了电子健康卡全流程应用。”
该院信息网络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魏晓
鹏说，这意味着就诊各个环节都可以
实现线上预约、精确时间就医。

“如果患者需要住院，我们这里可
以一站式搞定。”在该院住院准备中
心，主管护师郭蓓蓓表示，非急危重
症、非急诊手术患者入院前后需要做
的事情很多，要预约并进行各种术前
检查、预约住院时间、确定护工服务
等，往往需要患者及其家属多次往返。

（下转第2版）

当破解看病难被装上“推进器”

从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到医疗人才“组

团式”援疆援藏援青；从“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

程”，到国家医疗队巡回医疗……通过对口帮扶，促进

以人才为代表的资源有序流动共享，已成为推动我国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与扩面的重要力量之一。

2023年，国家对医疗卫生对口帮扶提出了更多、

更为具体的要求，一项项措施持续落地落细，越来越

多老百姓就近享受到了高水平医疗服务。

请看今日第4版——

对口帮扶汇聚起更大力量

年终专稿·医疗帮扶

健康中国·行走辽宁①

扫码看视频报道

□本报记者 杨世嘉
通讯员 张松卫 常相宜

邢燕

60年来，中国援外医疗队以技术
为桥梁推动受援国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先后与43个国家和地区的48家
医院建立对口合作，协助共建25个临
床重点专科中心，填补受援国数千项
技术空白，培养医疗人员10万余人
次，打造了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从单向奔赴到双向互访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地处非洲东海
岸。1964年，中国向坦桑尼亚桑给巴
尔派出首批医疗队，由江苏省对口支
援。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向坦桑尼亚
桑给巴尔派出825人次医疗队员，累计
诊治患者770万人次，开展各类手术25
万多例，抢救危重患者4万多人次。

近年来，江苏省人民医院积极开

展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项目，与坦
桑尼亚桑给巴尔基文吉区医院、查克
查克医院，以及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
医院3家对口医院开展系统规范化培
训，共同制订现场带教、病例讨论会
诊、远程理论授课等培训方案，助力对
口医院人才培养和能力提升。

2023年3月，第32批援桑给巴尔
中国医疗队来到基文吉区医院开展急
救业务培训及医疗物资捐赠活动。“考
虑到医院面临医务人员短缺、技术水
平参差不齐的情况，医疗队提前到现
场调研，根据对口医院实际情况有的
放矢地开展培训。”医疗队队长、南京
医科大学附属泰州人民医院普外科副
主任医师赵小军说。

活动当日，医疗队队员、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泰州人民医院内科医生刘翠
霞就心肺复苏与患者救治要领展开培
训，泌尿外科医生郭伟就气管异物、外
伤出血、骨折等常见外伤急救问题进行
解答。“中国医生不远万里将技术传授
给我们，弥补了医院在急救领域的不
足。”当地医生马卡梅从中受益匪浅。

其间，医疗队还向受援医院捐赠

了价值约1.5万元的药品。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卫生部医政司

司长穆萨菲里·马里贾尼高度评价了
医疗队对各级医院作出的贡献。他表
示，希望医疗队能继续服务当地医疗
事业，也期待更多当地医生能够到中
国学习。

“介入治疗在桑给巴尔地区基本
仍处于空白，治疗肝脏脓肿患者一般
采用开放手术的方法。”2023年8月，
赵小军在基文吉区医院的会诊中提出
借助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项目捐赠
的腹腔镜设备，为当地一肝脏脓肿患
者实施腹腔镜探查置管术。这一手术
的顺利实施，实现了基文吉地区微创
诊疗零的突破。

为培养一批“带不走的医疗队”，
江苏省人民医院今年举办非洲医学人
才研修班，16名来自坦桑尼亚桑给巴
尔和埃及的学员在华接受为期10天
的培训。“在我们国家，医疗设备较紧
缺，获得设备方面的支持后，想要做得
更好就需要更多的技术培训指导。”开
班前，基文吉区医院医生奥尔韦明确
了学习目标。

“希望把在这里学习到的内镜下
黏膜剥离技术带回埃及，提升埃及消
化内镜技术水平和癌症早诊早治水
平。”在完成消化内镜超级微创技术培
训后，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医院学员
霍桑·塞勒姆教授表示不虚此行。

针对对口医院实际需求，研修班
设置了急诊急救综合诊疗技术培训，
内容涵盖急诊医学各个重要领域。“受
惠于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项目，这
次培训对所有人来说是一次极佳的经
历。这不仅是一个提高急救技能和技
术的机会，还深化了对口医院之间的
合作和友谊。”基文吉区医院学员伊德
里萨医生说。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在遥远的非洲东南部，莫桑比克
与中国传统友好、民心相亲。1976
年，四川省承派的首批援外医疗队奔
赴莫桑比克。近半个世纪以来，先后
有24批共359名医疗队员援助莫桑

比克，累计诊治患者约110万人次，开
展手术 15万余台次，抢救危重患者
1.5万人次，培训当地医务人员近万名。

2022年10月，第24批援莫桑比
克中国医疗队一行12人进驻该国最
大的公立医院——马普托中心医院。

“科室设备设施紧缺、学科建设较弱，
在危重患者抢救、开展重大疑难手术
上技术、能力不足。”该医疗队队长、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胰腺外科副主任医师
张浩所在的普外科仅有3名主刀资格
医生、1名主治医生，主要开展以腹部
手术为主的治疗。

2023年4月，马普托中心医院收
治了一名腹部有巨大肿块的中年女
性，经检查她被确诊为巨大肝癌。“在
此之前，患者对病情非常绝望，其他医
院都认为没有救治可能。”经详细检
查，张浩表示有能力在手术设备缺乏
的困难下将巨大肝脏肿瘤切除，这也
给了该患者重生的希望和勇气。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张浩在
术中一边向当地医生维森特讲解技术
要领，一边指导其进行部分切肝操
作。“没有专业的切肝器械设备，就用
医院现有的普通直角钳和中弯钳完成
手术。”凭借高超医技，历时仅1个多
小时，张浩为该患者成功实施解剖性
左半肝切除术。

“中国医生真棒！”维森特及多名当
地外科医生观摩学习后，对张浩的高超
医技连声赞叹。在当地医生的强烈要
求下，医疗队持续开展传帮带活动，通
过技术培训全面推进科室人才队伍专
业化建设。 （下转第2版）

中国技术架起“生命之桥”

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周年⑥助力受援国发展

乌鲁木齐
膏方节开幕

12月26日，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
院中医科治疗室，医师正在
给一位患者进行免费针灸治
疗。当日，为期一个月的乌
鲁木齐市首届中医药文化节
暨膏方节开幕，该市各级医
疗机构将开展丰富多彩、形
式多样的活动，进一步弘扬
中医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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