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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患者所需，解医院所困。中国
医大一院不仅给受援医院带来先进
的诊疗技术，培育更多人才，还在信
息化建设上为受援医院提供支持，破
解了一个又一个发展瓶颈，不断增强
受援医院的发展后劲。

中国医大一院不仅以人才实力
和技术优势著称，在信息化建设上
也日臻完善。医院在国家医疗健康
信息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测评
中，获评为四级甲等医院。特别是
今年 10月底开诊的中国医大一院浑
南院区，无论是医疗服务还是内部
管理的信息化程度更是不断加深，
逐步构建起覆盖诊前、诊中、诊后的
智慧医疗生态。

为改善受援地区人民群众的就
医感受，中国医大一院在对口援建过
程中，通过“以院包科”的形式，将信
息化作为援建的主要方式之一。在
选派辽宁第二批和第三批组团式援
藏医疗队的队员时，医大一院从信息
中心选派陈洪源、陈锋到那曲支援当
地医院信息化建设。

信息科的工作纷繁复杂，系统调

试维护只能安排在晚上和节假日进
行。中国医大一院信息中心专家陈
锋到那曲不到一年，就帮助当地医院
完成了患者咨询服务系统，临床路
径、单病种系统，不良事件系统，防灾
备份系统，图书馆期刊查询系统，合
理用药系统，医院感染综合监控系
统，排队叫号系统，体检中心系统，病
毒防护系统，PACS、OA 等已有系统
的应用等十余个项目的建设工作，极
大地支持了门诊部、医务科、院感科、
药剂科、体检中心、图书馆、护理部、
检验科、放射科以及部分临床科室的
工作，缓解了出诊医生的看诊压力，
也使候诊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大大提
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

在不断完善受援医院信息系统
的同时，医大一院充分发挥远程会诊
系统的作用，与对口支援的医院保持
联系和互动。当受援医院遇到疑难
病例时，通过远程会诊系统将相关资
料发送至中国医大一院，相关专家教
授商定出完善的诊治方案，再反馈给
受援医院，争取让当地群众“大病不
出市”。

在中国医大一院病理科的大力
支持下，通过派驻专家帮扶及开展远
程会诊等工作，极大地促进了新疆塔
城地区病理科的发展。2018年 10月
16日，新疆塔城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批复，同意塔城地区人民医院
病理科为塔城地区病理质控中心挂
靠单位。

除了医院的“官方”平台，心系
受援地区群众的援建专家，还通过
微信等方式，与当地医务人员交流、
探讨病例。援疆专家高远将急诊
科、心内科、冠脉介入导管室相关
人员“集结”起来，搭建起的急性心
肌梗死救治平台以及心内科学术
平台，给塔城地区急性心肌梗死患
者创造了一条“生命通道”，最大限
度抢救患者生命，提高基层医生技
术水平。

支援还在深化，合作不断扩展。
中国医大一院的专家们牢记使命，在
最需要他们的地方诠释医者仁心，为
受援地区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向着
落实分级诊疗和推行医疗服务同质
化阔步前行。

4 破解信息化建设瓶颈
推动建立现代化运行机制

医学无国界。在遥远的异国他
乡，有一群来自辽宁的医护工作者在
救死扶伤，他们的付出赢得了广泛赞
誉，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根据国家及省里的要求，从上
世纪 70 年代，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陆续向也门等国家派遣医护
人员，进行医疗援助。2016 年 3 月，
我国与冈比亚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后，经国家批准，我省承派援冈比亚
医疗队。

医大一院成为承派医疗队员的
医院之一。40多年来，中国医大一院
向也门和冈比亚等国家派出数百人

次的医疗队员，共诊治受援地患者数
万人次，是我省援外时间最长、派出
医疗队员最多的医疗机构。

援外医疗作为我国对外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具有长期战
略意义的政治任务。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对此高度重视，每次
都是严把选派标准，确保医疗队员
不仅业务素质过硬，而且思想、作风
更要过硬。

也门、冈比亚等国家，条件比较
艰苦，近年来政局也一直动荡不安。
中国医大一院援外医疗队员本着“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信念，充分发扬

“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
爱无疆”的援外医疗精神，克服气候
炎热、疟疾等传染病流行、医疗设备
简陋、药品缺乏等一系列困难，充分
发挥专业技术特长和优势，在完成日
常门诊、住院病人治疗以及常见手术
工作的同时，积极为当地培养卫生技
术人才。

援冈专家崔璀成功救治在冈比
亚遭遇车祸的英国游客，周晓枢、龙
锦救治我国援外工人，在当地传为佳
话。中国医大一院援外医疗队员们
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出色的工
作和忘我无私的品格，树立了中国医

生的良好形象，赢得了也门、冈比亚
政府和人民的高度信赖和赞誉。

与此同时，医大一院援外医疗
工作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国家及省
卫生健康委的充分肯定。医疗队员
中涌现出许许多多模范人物，心血
管内科的援助冈比亚医生吕岩，荣
获了“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
称号。

今后，中国医大一院将一如既往
地支持配合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完成
我省医疗援外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
大型公立医院的社会责任和使命，助
力全球卫生医疗事业发展。

派出几百人次的医疗队员，诊治数万人次患者

中国医大一院坚持国际医疗援助40余年

倾力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援建纪实

本报记者 王敏娜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作为一家在全国排名前列、东北地区居首位的大型三甲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全力创建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为辽宁和周边地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的同

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不遗余力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青海省、陕西省等地的医院进行对口帮扶。
无论是雪域高原，还是革命老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派出的多支医疗队，不仅带去了先进的仪器设备、医疗技术，还通过“传帮带”、远程医疗项目合作、打通信息

化通道等方式授人以渔，促进当地医疗事业可持续发展，让更多患者享受到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诊疗服务。

核心
提示

那么远，又这么近。
西藏那曲、新疆塔城、青海大通

回族土族自治县、陕西延安，距离辽
宁最远的超过 4000 公里，最近的也
超过 1700 公里。然而，近年来医疗
等方面的对口援建，让这四地与辽宁
亲若“比邻”。

为推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提高各族群众健康水平，根据中组部
的安排部署，2012年，中国医大一院的
专家刘璠、韩继东远赴塔城地区开展
医疗援建工作。2016年，中国医科大
学启动对塔城地区人民医院共计五年
的组团式、承包式援建工作。同年，我
省首批组团式援藏医疗人才队伍，亦
跨越千山万水，踏上了藏北羌塘高原。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积极
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在我省每个批次
的援藏、援疆医疗队中，都活跃着中国
医大一院专家的身影。迄今为止，医
院派出的援藏、援疆专家有40余名。

中国医大一院与青海大通回族
土族自治县和陕西延安结对帮扶也
取得丰硕成果。

早在2010年，中国医大一院便选
派专家赴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
民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工作，每批医疗

队的帮扶时间为3至6个月。迄今为
止，医院共派出了40余名帮扶专家。

自两院建立对口帮扶关系以来，
除了中国医大一院每年定期选派专
家驻点开展业务指导工作，大通县人
民医院还采用“候鸟式”人才引进方
法，聘请神经外科包义君教授为大通
县人民医院名誉业务副院长，不定期
指导开展新技术、新项目以及显微微
创手术，解决疑难重症。

中国医大一院与延安市人民医
院结对，不仅是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体
现帮扶之义，兼有反哺之情。中国医
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创立的医学
高等学校，诞生在江西瑞金，成长于革
命圣地延安。中国医大一院的早期成
长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进程紧密
相连，几经更迭之后，在延安更名为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013年，中国医科大学与延安市
人民医院共同建立了医疗业务托管合
作关系。时任中国医大一院骨科主任
的朱悦教授受中国医科大学委派，担
任延安市人民医院（中国医科大学延
安医院）业务院长兼骨科主任，率中国
医大一院专家团对该院进行为期一年
半的业务帮扶。一年半的援建时间，

朱悦带领20个专业的46名医护人员，
共完成门诊诊疗病人4300余人次，查
房590余次，开展科内讲座310余次，
会诊1900余人次，参与危重病人抢救
151人次，专家作为术者完成手术370
余例、指导完成手术260余例。

延川县一名患严重脊柱侧弯患
者，在手术治愈顽疾后，其家属赠送给
朱悦一册亲自制作的剪纸，里面有他
惟妙惟肖的手术场景和肖像画，这是
延安群众对中国医大一院的专家们在
延安帮扶工作最大的肯定和表扬。

除了派遣各个科室的专家到对口
地区医院进行帮扶，时任中国医大一
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康健，副院长辛世
杰、汤艳清，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杨
娉婷等院领导也带领专家团队到对口
帮扶医院进行慰问调研和学术讲座。

中国医大一院鼓励职工积极参
与对口支援，对口支援工作也日趋常
态化、规范化。“以病人为中心”是中国
医大一院首创并坚持的服务理念，在
受援医院亦是如此。以病人为中心，
以核心问题为导向，创新帮扶思路和
模式，实施健康帮扶和精准帮扶，不断
提升受援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是医
大一院医疗援建的宗旨和追求。

1 跨越千山万水援建四地
每一批队伍里都有医大一院专家

作为国内外知名的区域性疑难
急重症诊治中心，以人才实力和技术
优势著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在多年的对口支援过程中，坚
持好中选优，优中选强的原则，抽调
各科室业务技术骨干参与对口支援，
将优质的医疗资源带到受援医院，创
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和奇迹，填补了
当地的医疗技术空白。

2016年7月27日，援藏专家孔德
磊利用纤维支气管镜救治一例危重
妊娠高血压疾病患者，开创了那曲地
区首例纤维支气管镜下抢救治疗。

2016 年 8 月 12 日，援疆专家谭
文斐带领塔城地区人民医院麻醉科
团队，完成当地首例全麻复合超声
引导下髂腹下和髂腹股沟神经阻
滞，为 3 岁患儿解除手术后的疼痛
困扰。

2016 年 11 月 16 日，援藏专家孙
喜家团队成功为那曲一名刚出生 7
天的高胆红素血症患儿打通换血通
路。这是那曲市人民医院第一例、也
是年龄最小的一例超声引导下的动
脉穿刺，开创了当地可视化诊疗的新

领域。
2017 年 5 月 24 日，援青专家王

维成功为一名颅内多发脑膜瘤的
高原地区患者实施了显微镜下颅
内多发脑膜瘤切除术，此例手术为
青海省大通县人民医院建院以来
首例颅内多发肿瘤一次手术切除
神经外科手术。另外，泌尿外科刘
海波还带领大通县人民医院泌尿
外科开展开腹手术和腹腔镜介入
手术，达到县域内领先水平，填补
多项手术技术空白。眼科孙一洲
为县医院开展了眼科显微手术，并
完成了大通县域内首例眼球破裂
伤清创探查缝合术，使县域内的眼
病患者足不出县就能得到国内一
流专家的诊治。

同样也是在 2017 年 5 月 24 日，
援藏专家官彦雷团队成功为一名高
血压脑出血的藏族患者实施显微镜
下脑内血肿清除术，此例手术是那曲
地区人民医院建院以来首例显微镜
下神经外科手术，标志着那曲地区神
经外科疾病的治疗从此进入显微手
术时代。

2017 年 11 月 24 日，援藏专家班
允超团队完成那曲市首例颅内肿瘤
的显微神经外科手术。此后，班允超
带领那曲市人民医院外二科又先后
开展多项高新技术项目，救治了一个
又一个危重患者。

2017年12月1日，援疆专家丁仁
彧成功对一例严重腹腔感染合并感
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的患者开
展杂合式血液净化技术（血浆吸附+
持续血液滤过），该技术标志着塔城
地区医院的血液净化治疗达到国内
先进水平。

援疆专家陈海燕克服零基础、信息
系统不成熟等诸多困难，帮助塔城地区
人民医院筹建静脉药物配置中心，该中
心已于上月中旬开始试运行。之后，呼
吸科及重症医学科肠外营养的配液工
作也相继上线运行。

……
这只是中国医大一院专家在受

援地区开展的部分新技术和新业
务。近年来，中国医大一院为受援地
区输送的新技术、开展的新业务达到
数百项。

2 填补医疗技术空白
创造一个又一个第一和奇迹

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大医院对医疗资源欠缺地区的

帮扶决不能是“热闹一阵”，输血的同
时也要帮助造血。让先进的医疗技
术在当地生根发芽，这是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专家在进行对口支
援工作时秉持的理念。

在传授手术技巧、临床经验的同
时，促进专科和学科同步发展，在援建
的有限时间内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
走”的医疗队，才能让受援地区医院和
百姓长远受益。因此，援建专家还担
负着传授技术、提高受援医院人员能
力、推动相关科室建设等重要任务。

为了更好地传授技术、带好队
伍，专家们通过一对一、手把手教学，
专题讲座、实践操作等手段帮助受援
地提升医护人员水平。在中国医大
一院肿瘤内科主任刘云鹏的支持下，
援疆专家滕赞把中国医大一院肿瘤
内科主办的辽宁省肺癌、胃肠道肿瘤
网络 MDT 引入塔城医院，取得了很
好的反响。这种形式医疗培训的开
展，在援疆专家任务结束后，依然可
以对受援地进行持续而长期的培训。

几乎每位援建专家都为自己的
援建科室作出了规划，写下了计划，

这一份份规划方案和计划是激励、鞭
策，更是对受援地区的承诺和期望。
另外，在医疗援建期间，专家们不仅承
担着为科室培养业务尖兵的工作，还担
负起帮助医院组建新科室的重任。

中国医大一院精神医学专业第
一批援疆专家孔令韬、毕波帮助塔城
地区人民医院筹建了精神心理疾病诊
疗科室，之后，第二批援疆专家朱刚帮
助当地筹建的精神心理卫生中心也最
终获批，经过两批医大一院精神医学
专家的努力，填补了塔城地区精神卫
生领域空白。其间，朱刚还帮助医院
建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机制，引进具
有精神科执业资格的专业人才，加快
精神科医师及护士的培养工作，保证
精神卫生中心对人才的需求。如今，
塔城地区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不断
壮大，拥有约 20名医护人员，基本能
够满足当地的精神医疗需求。朱刚也
因此获评“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
2018年11月月度人物。

在前两批专家援建的基础上，第
三批援疆专家吴枫创立了塔城地区
心理治疗师培训基地，这是全疆第一
个心理治疗师培训基地。

正是由于援建专家的带领和帮

扶，受援地区医院医生迅速成长，许
多当地医生从援建专家的助手成长
到可以独当一面。

除了“送出去”帮扶，中国医大一
院还实行“引进来”培养。近年来，医
院通过签订对口支援协议，在人员调
配、财务支援上优先向帮扶医院倾斜，
同时接收受援医院工作人员来院进修
学习，并选派医院学科带头人、科技拔
尖人才带教，保证进修人员学有所成，
逐步增强受援医院业务造血能力。

中国医大一院还为受援医院开
展“医教研产一体化”建设规划，拓
展更广阔的合作领域。

在援建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延
安市人民医院一些科室申报省、市级
课题并获得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实
现了医院科研工作历史性的突破；二
次援疆的赵连爽带领塔城地区人民
医院检验科第一次申报了地区级科
研课题，并且通过了地区科技局的评
审，这是塔城地区检验界获取科研项
目零的突破。

也正是在援建专家的协助下，延安
市人民医院、塔城地区人民医院以及那
曲市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甲医院。

……

3 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
让受援地区群众长远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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