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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街道党委、陈家桥
医院党委和陈家桥街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党支部举行党
建共建签约仪式。签约仪式上，陈家桥医院组织多学科
专家，为60余名外卖骑手开展专场义诊。据悉，该院深

入推进“骑手友好医院”建设，通过开通骑手医疗“绿色通
道”、制定健康关爱计划、建设暖心服务驿站、开展健康宣传
教育等，为骑手们送上实实在在的健康关怀。

通讯员景雪静 特约记者黎军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孙韧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中医、用中
医、爱中医，中医药的各种养生理念
也逐渐深入人心。如何让患者享有
更好的就医体验？对此，全国政协委
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院长刘清泉和记者打开了“话匣
子”。他表示，可以将中医“治未病”
的理念，转化为医院的管理理念，提

升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此外，这一理
念也可以在社会治理的诸多方面发
挥作用。

近年来，北京中医医院秉持“治未
病”理念，开展了多个优质医疗服务提
升项目。其中，在2024年建成的一站
式门诊综合服务中心就是典型案例。
用刘清泉的话说，这次升级改造可谓
是“螺蛳壳里做道场，方寸之间做腾
挪”。该中心启用以来，实现了医院异
常退费类零投诉、医保服务类零投诉，

患者就医感受显著改善。
刘清泉进一步阐述说，医院若是

将中医“治未病”理念融入整体工作，
就可以通过系统性管理实现防患于未
然，在医院管理和患者服务中建立前
瞻性机制，从而减少医疗不良事件发
生。例如，可以通过“治未病”理念对
就诊流程进行再造，当患者投诉时，不
应局限于解决单一问题，而要追溯投
诉背后的系统性漏洞。这种管理方式
要求医院在梳理服务流程时，向前延

伸进行预防性设计，并评估流程调整
对后续环节的影响。

北京中医医院建于1956年。20
世纪 90 年代，该院门诊楼有过扩
建。但是随着医院发展，门诊量已达
到当初设计量的4倍，和一些“老字
号”医院一样，该院开始出现了空间
局促、业务部门分散、流程烦琐等问
题。“我们通过分析患者诉求等数据，
精准洞悉患者需求，深挖就医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问题，前置化、集成式设

置业务办理功能模块。”刘清泉指出，
提升医疗机构服务能力，要做到“未
病先防”，减少问题产生；“既病防变”，
控制问题放大；“病后防复”，巩固治理
成效。

如今，该院一站式门诊综合服务
中心涵盖门诊、医保、病案、药学、财
务、医务社工、快递、便民服务八大功
能模块。“服务中心功能强而实用，能
开展具体业务办理，为患者解决实际
问题。”刘清泉说。

妙用中医“治未病”理念

□本报记者 高艳坤

加快建设“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
发展的关键引擎。然而，从前两轮“双
一流”建设情况看，一些地方高校的特
色学科虽然具备很强实力，但入选“双
一流”难度较大，影响限制了进一步发
展。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
程院院士、温州医科大学校长李校堃着
重为高水平地方医学院校发展发声。

李校堃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医学
教育体系。地方医学院校的毕业生大

都是投身临床一线的医疗骨干，是守
护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主要力
量。同时，一些地方医学院校也正成
为积极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
重要参与者和支撑者，或发挥学科优
势助推产业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据不完全统计，经过2017年、
2022年两轮‘双一流’建设，全国共有
32所‘双一流’医学高校，其中个别为
非‘211工程’的地方院校，其余均为
部属院校或原‘211工程’院校。”李校
堃说，不少地方医学院校，如首都医科
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新疆医科大学
等，虽然优势学科特色鲜明且具有很

大发展潜力，但未能入选“双一流”。
李校堃以自己所在的温州医科大学为
例介绍，该校已有14个学科进入ESI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排名前
1%，其中临床医学、药理学与毒理学
均进入前1‰，拥有全国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重大科研平台和
院士、长江学者等一批高层次人才，但
是一直未能入选“双一流”。

李校堃指出：“与部属高校、原
‘211工程’院校相比，地方医学院校
在总体资源投入方面本就存在差距。
尽管经过长期努力，部分地方医学院
校的优势特色学科达到或基本达到了
与入选‘双一流’学科相当甚至超越的

水平，但由于未能入选‘双一流’，资源
分配更加不均衡。”这使本就处于竞争
弱势的地方医学院校在高层次人才引
进、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名额分
配、实验室平台建设、科研项目开展等
方面面临更大难度。

“如果能够对一些学科特色鲜明
的地方医学院校在‘双一流’建设中给
予一定支持，将大大促进这些学校的
特色学科在一些细分领域成为‘单项
冠军’，走在世界最前沿，为我国科技
自立自强和建成有影响力的重要世界
教育中心贡献力量。”李校堃说。

他建议，按照《教育强国建设规划
纲要（2024—2035年）》分类推进高

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
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的要求，对
地方医学院校设置“双一流”评选独立
赛道。在评选过程中，根据各省份的
人口情况、资源情况以及各高校实际
贡献、特色优势，充分考虑大人才、大
平台、大项目、大奖项等要素，结合长
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东三省等区域
布局特点，制定地方院校“双一流”标
准，聚焦地方医学高校的优势学科，确
定新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他表示，这一举措能为地方医学
院校争创“双一流”提供公平的竞争机
会，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良好
的联动与示范效应。

支持地方医学院校进“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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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沈大雷

“咚、咚……”不久前的一天上午，
在江苏省无锡市特殊儿童早期干预中
心的教室里，随着敲门声响起，佩戴人
工耳蜗的小浩（化名）立刻转动眼睛望
向声源方向。这名刚满1岁8个月的
听障宝宝，半年前接受了免费人工耳
蜗植入手术，如今已能敏锐地感知到
敲门声等细微声响，并喊出“爸爸”“妈
妈”等简单词语，这让他的爸爸妈妈感
到无比欣慰。

小浩能够回归“有声世界”，得益
于2021年以来江苏省卫生健康委与
省残联联合开展的儿童听力“防治康
管”行动。在该行动中，两部门通过数
字化转型，建立起高效的数据共享机
制，整合运用全省儿童听力筛查数据，
为有听力异常的儿童提供助听器配
戴、人工耳蜗植入及康复训练等全方
位的救助服务。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姜
仑介绍，2019年，该委妇幼处牵头建
设江苏省妇幼健康信息系统，其中的
新生儿听力筛查信息功能模块，对13

个地级市的新生儿听力筛查中心、儿
童听力诊断中心、儿童听力障碍干预
中心进行统一质控管理。2021年，该
系统成功将新生儿听力筛查信息数据
对接至江苏省残联，实现全省确诊听
力障碍患儿信息跨系统数据共享。

“两部门携手，打通了听障儿童的
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各个环节。其
中，卫生健康部门主要负责前期的筛
查、精确诊断和治疗环节，省残联则
在助听设备干预及后续的康复环节
发力。”江苏省残联康复处处长季本
桂介绍，借助跨系统信息共享机制，

一旦发现听力损失患儿，会将其信息
迅速推送至省人工耳蜗康复救助项目
办公室。

小浩就是在新生儿听力筛查中被
发现患有听力障碍的，江苏省妇幼健
康信息系统随即自动采集小浩的数
据，将其相关诊断信息对接到听障儿
童信息共享服务平台。江苏省儿童康
复研究中心听力师姜耀锋获知这一消
息后，第一时间拨通了小浩父母的电
话，详细讲解人工耳蜗及康复训练等
救助政策。仅3天后，小浩就在家人
的带领下从无锡赶到南京，在江苏省

卫生健康委与省残联的协助下，在南
京鼓楼医院顺利进行人工耳蜗手术，
重获新“声”。

据统计，自开展行动以来，江苏
省共为170万余名出生一个月内的
新生儿免费提供了听力筛查。该省
卫生健康部门累计向省人工耳蜗康
复救助项目办公室推送听力损失患
儿信息3000余条。自2021年以来，
该省有545名患儿申请免费耳蜗植入
项目，完成免费人工耳蜗植入手术近
200台。

“通过信息共享，江苏省基本达成
听障儿童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的康
复服务目标，帮助众多患儿重建听力，
实实在在提升了听障儿童及其家长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让‘防治康管’行动
落到了实处。”姜仑介绍，今后该省卫
生健康部门将进一步做实做优儿童全
流程健康服务，落实省级部门政务数
据共享责任，逐步建立常态化残疾儿
童信息共享工作机制，为更多残疾儿
童的未来保驾护航。

江苏为听障儿童开启“有声之门”

□特约记者 叶利民 陈鑫龙

“同学们，新的学期开始啦！你们
是否担心近视这个‘小怪兽’会悄悄找
上门，偷走你们清晰的‘视界’……”日
前，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妇幼保健
院的眼科医生通过线上连线，为多所
中学带来一场干货满满的护眼讲座，
引导中学生了解近视的危害，拥抱

“睛”彩新学期。
为积极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儿

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活动要求，近
期，云南省卫生健康委指导各地结合
实际开展健康教育活动。该省各地医
疗卫生机构联合幼儿园、中小学，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重点针对近
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异常、龋齿等
儿童主要健康问题防治知识开讲“儿
童健康开学第一课”。

在临沧市临翔区第一中学，临沧
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医生以青春
期心理健康促进和高考前心理辅导为
重点，进行了题为《从心出发 我与你
们同在》的宣讲。课程通过有趣的互
动，引导学生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情绪
问题，教会学生们以适当运动、“446
呼吸法”等简单实用的技巧缓解不良

情绪，主动寻求心理支持。
在开远市第一幼儿园和第二幼儿

园，老师们迎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儿
童健康开学第一课”。开远市妇幼保
健院的健康副校长带队，为教师们带
来一场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的保健知
识讲座与实操演练。

楚雄彝族自治州“儿童健康开学
第一课”首站讲座在楚雄师范学院附
属小学开讲。楚雄州妇幼保健院的医
生以《科学护眼开启“睛”彩人生》《拒
绝肥胖不做“小胖墩”》为题，用生动有
趣的语言、丰富多样的互动方式，将健
康宣讲变得妙趣横生。

“各州（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主
动与教育部门加强沟通协调，积极探
索医教协同工作机制，支持妇幼保健
机构开展‘儿童健康开学第一课’讲座
活动。截至目前，省内妇幼保健机构
设置‘家长学校’144个，举办‘儿童健
康开学第一课’讲座275场，让79.3万
余名儿童受益。”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妇
幼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将推进
该省二级、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全面设置

“家长学校”，围绕儿童营养、眼保健、
行为发育等主题开展宣传指导活动，探
索“医校融合”，助力儿童健康成长。

云南铺开
“儿童健康开学第一课”

为外卖骑手义诊

访谈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王雅丽

扫码看两会健康词典

□特约记者 王芳

“好，这里停顿一下，图像放大一
点……”近日，湖北省肿瘤医院超声医
学科会议室内，一场跨越700公里的
远程超声检查正在进行。该院超声医
学科、乳腺科、放疗科的专家们共同为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的乳腺
癌患者燕女士进行多学科会诊。

2024年4月，湖北省肿瘤医院专
家团队在来凤县开展义诊活动时，查
出54岁的燕女士疑似患有乳腺癌，并
最终确诊其为乳腺癌晚期。为方便燕
女士在当地治疗，湖北省肿瘤医院多
学科专家团队为其制定了规范的治疗
方案。经过治疗，其直径约为5厘米
的肿块消退，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状态。

今年春节过后，燕女士联系了曾
在来凤县人民医院驻点帮扶的湖北省
肿瘤医院超声医学科医生李芳，表示
希望到武汉市复查。考虑到从来凤县
到武汉市路途遥远，李芳建议燕女士
在来凤县人民医院复查，由湖北省肿
瘤医院医生通过5G超声远程会诊平
台实时会诊。

燕女士复查时，湖北省肿瘤医院
的多学科专家团队通过远程实时动态
图像同步参与会诊。超声检查结果显
示，燕女士乳房上又出现了一个直径
近1厘米的肿块。专家团队为燕女士
制定了新的治疗方案，并建议她积极
配合后续治疗。

在来凤县，像燕女士这样受益于
湖北省肿瘤医院5G超声远程会诊平
台的患者还有很多。该平台实现了超
声检查图像的实时传输、远程专家会
诊及辅助诊断，极大地提升了医疗服
务的效率和准确性，让偏远地区患者
也能享受到省级专家的诊疗服务。

湖北省肿瘤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
曾书娥介绍，2021年，科室启动“区域
远程超声检查辅助诊断应用”项目建
设，探索远程超声在区域医疗领域的
应用，搭建起5G超声远程会诊平台
并建立交流会诊中心。至今，湖北省
肿瘤医院已与天门市人民医院、来凤
县人民医院、宜都市中医院等多家医
院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远程培训、会
诊，对基层超声医生进行实时指导和
培训，实现了医疗资源的跨区域高效
共享与协同。

据悉，今年2月，湖北省肿瘤医院
“区域远程超声检查辅助诊断应用”项
目作为全国5G+医疗健康应用试点
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一场跨越700公里
的远程超声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