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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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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医院
“一院两区”中西医协同高质量发展大
会在该院五四北院区举行，相关嘉宾
共同为该院五四北院区院名石揭幕。

福州市中医院党委书记杨晓煜介
绍，福州市中医院已发展为一家拥有
两个院区、千张床位，兼具中医药文化
底蕴和西医特色的三级甲等综合性中
医医院。五四北院区已于今年2月正
式投入使用，成为五四北片区首家三
甲综合性医院。未来，医院鼓楼院区
将专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五四北
院区则将大力开展中西医结合实践，

“一院两区”将协同发力，努力打造省
会城市现代化中医名院。

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林实在
会议现场宣读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国

医大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首席研
究员陈可冀发来的贺信。陈可冀院士
在贺信中对福州市中医院“一院两区”
发展格局的形成表示了祝贺，他认为这
将为区域医疗保障工作注入强大动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立国表示，福
州市中医院“一院两区”中西医协同高
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将为中西医协
同发展搭建广阔平台，为实现高质量
发展提供新质生产力。

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
席、福建省名中医阮诗玮表示，本次会
议为进一步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搭建
了良好的平台，广大中医药工作者要
不断提升融合力、创新力、组织力，推
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福建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林生指
出，福建中医药大学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福州市中医院发展，助力福州市中
医院探索中西医协同发展新模式。

会上，福州市中医院十余名中青

年医师遵循传统礼仪，向该院柔性引
进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浙江省中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中医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
医院的多位全国知名专家行拜师礼。
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执行
委员丁樱致辞，对青年医师寄予祝福
和期望。曾拜丁樱为师的全国中医优
秀人才、福州市中医院儿科主任、博士
生导师原丹说：“在丁老师的悉心指导
下，进一步提升了自身诊治儿科疑难
病症的能力。”

8个涵盖消化、内镜、呼吸、肛肠、
内分泌、皮肤、心内等学科的名医工作
室，也于当天正式落户福州市中医
院。工作室专家将作为柔性引进人
才，开展临床研究、技术攻关与人才培
养等工作，助力医院专科建设提档升
级。为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福
州市中医院还与浙江省中医院、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州市第二

总医院签署合作协议。浙江省中医院
将与福州市中医院共同打造闽浙中医
药协作示范样板，推动“浙派中医”与

“闽医文化”深度融合；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与福州市中医院升级合
作，打造紧密型医联体，目标是树立中
西医协同发展的医联体标杆；福州市
第二总医院将通过共享医疗资源、联
合培养人才、共建科研平台等方式，支
持福州市中医院打造中西医协同发展
的优势学科群。

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中西医协同
高质量发展菁英智汇”活动，丁樱教
授，浙江省名中医林胜友教授，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消化内科主任、福州
市中医院柔性引进专家刘杰教授，围
绕中医药创新、中西医结合临床实践
等进行了专题授课。福州市中医院柔
性引进的20余位专家为患者开展了
义诊服务。医院还在门急诊综合楼举
行了中医药文化“嘉年华”活动，让市
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魅力。福州市中
医院作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副
主委单位、福建省中医药学会药膳分
会主委单位，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药膳
开发和个性化膏方制作，不断满足百
姓的健康需求。

奏响中西医协同强音
福州市中医院举行“一院两区”中西医协同高质量发展大会

□特约记者 陈静
通讯员 李卉

2025年3月15日，出席福州市中医院“一院两区”中西医协同高质
量发展大会的部分嘉宾，共同为该院五四北院区院名石揭幕。

□本报记者 郭蕾
特约记者 姚秀军

今年3月18日是第19个世界社
工日。当日，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中
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以“善
若水 润人间”为主题的2025首都医
务社工展演活动在京举行。活动中，
17个首都医务社工团队以真实故事
为基础，通过沉浸式演出，多维度展示
医务社工的服务内涵、专业价值。

探索本土化发展道路

灯光渐暗，一束暖光照在舞台中
央的沙画台上，一幅动态长卷徐徐展
开——临终病房的相拥、康复中心的
歌声、社区街巷的奔走……沙画师生
动再现了北京医务社工发展的5年
历程。

自2020年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
积极推进医务社会工作，不断构建工
作体系、探索发展模式、培养人才队
伍。经过多年努力，首都医务社会工
作呈现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

“5年来，我们不断探索医务社工
本土化发展道路，立足群众健康需求，

主动融入社会治理，形成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级联
动、多元培育的系统化发展模式。”北
京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掌声中，沙画台缓缓下降，“善
若水 润人间”六个字投影在舞台上，
展演团队一一就位，一场属于生命守
护者的盛宴，就此启幕。

回应群众的急难愁盼

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能够进一步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首都医科大学附
属北京儿童医院的展演节目《草原来的
孩子们》，讲述了一名来自内蒙古自治
区的罕见病患儿西西（化名）的故事。

从草原到北京，路途遥远、语言不
通，不知如何办理异地大病就医手续；
孩子身患罕见病，多器官衰竭，长期的
陪护和繁重的经济压力……这些都让
家长心理防线崩溃。医院的医务社工
对迷茫又不安的西西和她的家长说：

“放心，我会陪着你们的。走，咱们先
去办住院手续。”在医务社工的帮助
下，西西顺利住院并接受治疗。

在探访病房时，医务社工发现西
西因害怕而哭泣，立即为西西擦拭泪
水，陪她玩打怪兽的游戏，并鼓励她配

合治疗，变成打败怪兽的小勇士。在
医护团队和医务社工的竭力照护下，
西西很快康复出院了。

当故事原型登台，全场响起热烈
的掌声。西西和家人把帮助过他们的
医务社工们比作草原上的“长生天”，
并为医务社工们唱了一首蒙语歌，歌
名意为“苍天母亲”。

接诉即办工作是医院提升服务质
量、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在首
都儿科研究所的医务社工小李看来，
调解医患纠纷既有难度又需要技术。

“诉求在哪里，我们的服务就延伸到哪
里。”小李说。

面对因担心孩子病情却无法进入
重症监护室探视而情绪失控的母亲，
小李换上隔离衣，进入重症监护室和
这位母亲远程视频，让她安心、放心。

面对经济困难、四处求助的患者
家属，小李努力链接社会资源，联系相
关基金会帮助患者家庭渡过难关。

“接诉即办就像一条线，连接着医
院的不同角落。我是医务社工，对患
者的诉求，我提供帮助！”小李说。

“医艺融合”打开患者心门

近年来，北京市医务社会工作不

断探索“医艺融合”等新服务模式。小
悦（化名）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
兴医院的一名脑部肿瘤患者。小悦虽
然接受了手术，但紧接着又得了吸入
性肺炎。她对自己的再次生病感到委
屈，因此不敢进食、不敢喝水，拒绝进
行吞咽训练，心里十分痛苦。

医院的医务社工找到小悦，邀请
她加入“优势视角下脑损伤患者音乐
疗愈小组”，用音乐疗愈的方式增强小
悦参与康复锻炼的意志力。

在此次活动中，中国康复研究中
心音乐治疗师宋宜川与脊髓损伤患者
聂女士、姜女士同台演唱了歌曲《在我
生命中的每一天》。宋宜川曾因意外
致残，在医务社工的陪伴下，他重燃生
活希望，如今他以音乐诊疗他人。

聂女士把宋宜川作为自己的榜
样，积极配合医生进行康复锻炼。姜
女士也在一次次的音乐疗愈中汲取力
量。“我曾经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因
病无法独立行走，一度意志消沉。宋
老师的音乐疗法让我明白，即使没有
双腿，我也要好好生活。”姜女士说。

人文关怀促进共建共享

医务社工扎根社区，与家庭医生

和社区居委会组成跨专业合作团队，
能够通过加强人文关怀促进社会的共
建共享。在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由医务社工、家庭医
生、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
护航队，守护着社区每一名高龄空巢
老人；西城区白纸坊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务社工协助家庭医生，让辖区
居民看病就医更加便利和温暖；丰台
区新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养结
合健康直通车”每周都会载着医务社
工，通过服务保障辖区老年人老有所
依、老有所养。

在此次活动中，北京市红十字血
液中心的医务社工们带来情景剧《小
满的旅程》。小满在这里代表人体血
细胞。“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公
益献血，让更多的人得到救助。”医务
社工小林表示，只要有血液救助需求，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医务社工们
就会伸出援手。

一名患者患有急性早幼粒细胞白
血病，已经历了8次化疗和40次输
血。“生病一年多，医务社工们为我进
行多次心理疏导，提供了很多情绪价
值，让我对未来的生活不再恐惧。在他
们的协调下，有很多好心人给我献血。”
这名患者表示，“等我痊愈后，也会定
期参与公益献血活动，帮助更多人！”

彰显人文关怀，为医疗增“暖实力”
——2025首都医务社工展演活动侧记

本报讯 （特约记者郝金刚 通
讯员张亚男 孙衍果）近日，在山东省
潍坊市中医院的人工智能体质辨识
仪前，一名女青年通过电子舌诊进行
体质检测，并根据系统生成的个性化
养生方案，选择了两款中药茶饮。这
些中药茶饮配方均来自潍坊市中医
院。“我们用100余种中药材，制作了
药膳茶饮、药膳粥、药膳糕点，希望
百姓深切感受中医药，亲近中医
药。”潍坊市中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
张永超说。

据悉，作为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
教育基地之一，潍坊市中医院以“中医
让生活更美好”为理念，让中医药更好
融入群众生活。

聚焦“学”，医院升级潍坊市中医
药博物馆，引进智能互动针灸铜人、中
草药生长互动装置，打造沉浸式中医
药体验空间，让孩子们在趣味互动中
认识中医药，年接待参观100余批次。

聚焦“养”，推出紫竹罐、无痛蜂
疗等百余项特色疗法，年服务患者超
15万人次。常态化开展“三伏贴”、
膏方文化节、端午香囊赠送等传统活
动，惠及数十万群众。参与建立潍坊
市体育医院，将中医智慧融入全民健
身，为儿童青少年肥胖群体提供系统
干预方案。

聚焦“食”，指导开办“杏林食养厨
房”，推出养生药膳、茶饮、糕点，研发
的生发饮等日销量最高达4400剂，编
撰的《二十四节气养生药膳》成为百姓
餐桌指南。设计的“潍九味”形象让道
地药材更接地气。

聚焦“娱”，在院内开设“永超谈药
膳”等新媒体专栏，建设潍坊医疗卫生
系统首个健康科普中心，年发布原创
内容200余条。连续4年推出《养生
日志》，免费发放《潍坊中医》月刊24
万册，常态化开展中医药夜市、文化夜
摊，把服务送到最具烟火气的地方。

“学养食娱”
让中医药融入日常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蓝溪 通
讯员田甜）近日，广东省人民医院
1162名白衣天使参与无偿献血活动，
共献血395200毫升。据悉，该院连
续29年参与献血活动，26431人次医
务人员累计献血638万余毫升。

据公开数据，广州市每天需要约
1300人献血，才能满足全市用血需
求。“医务人员最懂血液的珍贵，但单
靠我们远远不够。”广东省人民医院输
血科主任叶汉深坦言，400毫升血液
能挽救至少2个生命。

广东省人民医院医务人员
献血39万余毫升

江苏常州成立
药膳养生研究会

本报讯 （通讯员苏文娟 王燕
特约记者程守勤）3月20日，江苏省
常州市药膳养生研究会成立。中国药
膳研究会会长蒋健与常州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市总工会主席
方国强为研究会揭牌。会上，常州市
药膳养生研究会与常州市中医医院
（孟河医派研究院）签署《药膳养生配
方与百姓饮品研究项目》合作协议。

据介绍，常州市药膳养生研究会
是江苏省内首个地市级药膳养生研究
会，由江南美食研究院、常州市中医医
院联合12家本土企业共同发起，依托
孟河医派中医药资源优势，推动药膳
更好满足现代健康需求。该研究会聘
请中医学专家、药膳大师作为顾问，将
重点挖掘传统药膳智慧，结合现代科
学技术，全力塑造养生、养心、养老品
牌，加快推动药膳养生的产学研融合
发展，更好赋能市民的健康生活。

内蒙古鄂尔多斯启动
出生缺陷免费筛查

本报讯 （特约记者柴羽佳 通
讯员华琦瑞 崔继强）近日，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启动出生缺陷三级预
防免费筛查项目，依托各级医疗机构提
供覆盖“备孕—孕期—出生后—儿童
期”全周期的免费筛查服务。该项目被
纳入今年鄂尔多斯市重点民生工程。

据介绍，该项目以出生缺陷三级
预防为核心，针对不同人群提供精准
服务。夫妻一方具有鄂尔多斯市户籍
即可免费进行单基因遗传病携带者筛
查，从源头降低遗传性疾病风险；符合
条件的孕妇可享无创产前基因检测，
提前评估胎儿健康状况；常住人口新
生儿可免费接受基因筛查、个体化用
药基因检测和遗传代谢病检测，实现
相关疾病早发现、早干预；0～6岁儿
童免费享受先天性心脏病筛查服务。

鄂尔多斯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希望符合条件的家庭积极参
与筛查，备孕夫妇、孕妇及0～6岁儿
童家长可携带户籍证明或居住证前往
指定医疗机构咨询筛查。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煜 通讯
员罗婉茹）3月20日，由陕西省咸阳
市政府指导，咸阳市卫生健康委，泾
阳县委、县政府主办的2025年“千名
中医下基层优质服务百日行”活动启
动仪式暨春季中医药文化集市活动，
在泾阳县泾干湖公园广场举行。咸
阳市其余12个县（市、区）同步启动
该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服务+文化+产
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看中医、逛集
市、喝茶饮、品药膳、体验适宜技术，
了解中医文化，感受中医魅力。在义
诊活动现场，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等医疗机构的38名专家为群众把
脉问诊、开方。在中医药文化集市
上，相关医疗机构设置32个展位，通

过中药制剂展示、中药饮片辨识、中
药茶饮品鉴、中医药膳展示、适宜技
术体验、中医药非遗技艺展示等，传
递中医健康养生理念。在活动分会
场，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的3名专家为县、乡、村三级医疗
卫生机构的100余名医务人员开展
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并为群众开展
中医药科普讲座。

此次活动历时100天，其间将持
续组织中医药专家开展走进县区、走
进社区、走进机关、走进校园等活动。
据统计，3月20日，该市各地共有192
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中医专家参
加活动，开展义诊8000余人次，发放
各种宣传资料10万余份。下一步，咸
阳市将按照四季节气的变化，分别在
夏季、秋季、冬季举办中医药文化集市
活动，推动中医药养生文化传播。

据介绍，咸阳市“千名中医下基层
优质服务百日行”活动自2021年启动
以来，在展示中医药特色优势、传播中
医药文化、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改善群
众就医体验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陕西咸阳推动千名中医下基层

急救演练

3 月 19 日，浙江省德清县
“120”急救中心开展“院前+院内
急救”演练。演练模拟多辆汽车
连环相撞交通事故导致群体性多
发伤。演练不设脚本、不设预案、
不提前通知，旨在锻炼县域内急
救能力。图为急救人员演练转运
伤员。 通讯员龚杰

本报记者郑纯胜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