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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敬业精神的医联体

老百姓对医联体的接纳和欢迎是由衷
的，他们对医联体的感触首先是从认识专
家开始的。

对于专家，老百姓信任、尊敬、亲近、欢
迎，因为专家把他们的病看好了，他们看病
花钱少了，也更方便了。然而，对于医者来
说，信赖是最重要的，人民满意才是试金
石。

在这里，我们为您讲述5个故事。

一、迟到的锦旗

2017 年的一天，新医三附院内分泌科
主任医师杜玮正在延津县中医院坐诊，诊
室内突然进来了一位 50 岁左右的男性患
者，他开口就说：“杜医生，您不认识我
啦？”

杜玮确实想不起来了，还是这位姓刘
的患者揭开了谜底。

那是2014年秋天，延津县患者刘某，因
糖尿病住进新医三附院内分泌科。当时，
刘某的血糖值达到极值，在门诊值班的杨
医生担心出现意外，一路陪护把刘某送到
了内分泌科病房。杜玮迅速做好一切抢救
准备。

后来，刘某因酮症酸中毒，出现心跳骤
停。紧急时刻，杜玮第一个飞奔到刘某身
旁，科室里的其他医务人员也随即赶到现
场，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抢救，刘某的生命
保住了，不久便康复出院。

刘某讲完后，为未能及时向医务人员
道谢表示歉意。谁知过了一周，杜玮再次
来延津县中医院值班时，收到了刘某送来
的一面锦旗。医务人员经常收到锦旗，但
像这样迟到几年的锦旗实属罕见。

二、家的感觉，爱的味道

新医三附院的医务人员有一个共同的
感觉，那就是延津人很淳朴、善良。例如，
护士们晨间护理患者、扫床叠被，患者家属
很不习惯，总认为这种整理内务的事，应该
是自家人干的；护士们给患者倒尿，患者家
属就更接受不了了，常常和护士争着干。

外科护士长刘建萍说：“病房里的和谐
温馨氛围，离不开患者及家属的努力。”

内科 68床患者，发自内心地在护理巡
视单上写下：“家的感觉，爱的味道。”护士
长贾新萍把这张巡视单发到微信朋友圈，
并写下了一段深情的文字：“我们每天干的
是最普通的护理工作，嘘寒问暖，观察病
情，让患者安心、放心。有患者这句话，我
们所做的一切就足够了。”

三、“延津的媳妇”回来了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
李素芳。

李素芳的爱人是在延津县魏邱长大
的。李素芳到延津县中医院坐诊的消息在
当地迅速传开，每当她周二坐诊的时候，诊
室外患者总是排起长队。在排队的患者
中，有管她叫嫂子的，有喊她婶子、大娘的，
还有称她“某某家里”的。李素芳笑着说：

“不管叫什么，听起来都很亲切！”
最近，李素芳的科室完成了脑血管支

架植入术，消息传到魏邱，村里炸开锅了。
大家一个劲儿地夸：“娶了个这么好的媳
妇，真是老郭家的福气，也是咱延津人的福
气呀！”

专家们妙手回春的技艺，也给医联体

增加了一抹靓丽的光彩。

四、“我是半个延津人”

2017 年 7 月 21 日早上，一位有多次剖
宫产史的产妇，急诊入住延津县中医院妇
产科。值班医师完善各项检查后，确诊产
妇为凶险性前置胎盘。该病容易引发难以
控制的大出血，会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

经过充分的准备，由新医三附院妇产
科主任医师吕修华主刀，为产妇进行剖宫
产手术。打开产妇的腹腔后，医务人员发
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严重。吕修华凭借丰
富的临床经验，立即让助手和麻醉师做好
抢救准备，并快速打开子宫体取出婴儿。

伴随着新生儿洪亮的啼哭声，惊险的
一幕发生了：产妇子宫切口处血如泉涌！
吕修华立即快速缝扎裸露的血管，并让助
手对产妇的子宫注射催产素。但是，血仍
在不停地往外涌，转眼间出血量已达到
2000多毫升！

在手术室内，护士开通多个静脉通道，
麻醉师迅速为产妇输入宫缩剂、止血药。
缝扎、按压，缝扎、按压……仍然无法有效
止血！产妇面色惨白，面临心脏停搏的危
险。

吕修华当机立断和产妇家属沟通，准
备进行子宫切除术，并及时向院领导汇
报情况。手术室外，以专家任太芳为首的
抢救小组，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正在延津
县中医院坐诊的新医三附院急诊科李浚生
主任也加入抢救行列，妇产科孙力主任快
速从新乡赶到手术现场……这场和死神赛
跑的生死抢救持续了6小时。血止住了，产
妇生命体征稳定了，意识恢复了，参加抢救

的十几位医务人员这时才松了口气。
朋友，您也许还不知道，吕修华教授

2003 年参加援赞比亚医疗队，2007 年又以
专家身份赴新疆阿克苏开展医疗帮扶工
作，虽年过花甲，但医联体离不开她。

吕修华是封丘应举人，从应举到延津
县城比到封丘县城还近，所以她说：“我也
算半个延津人。”

五、四十里锣鼓满街情

2017 年 7 月 28 日 8 时 19 分，延津县中
医院急诊科医务人员按照 120急救中心电
话指令，前往延津县丰庄镇河道村接诊一
重度农药中毒患者。

当时，患者口吐白沫，昏迷不醒，生命
垂危。在无家属陪护、未缴费的情况下，延
津县中医院为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新医三
附院专家李浚生准确诊断患者为有机磷中
毒，并制订抢救方案。经过医务人员 7天 7
夜的守护，患者终于转危为安，痊愈出院。

8 月 9 日 9 时，河道村村干部带领十几
人组成的鼓乐队，跑了 40多公里，打着“感
谢延津县中医院济世救人”的横幅，手持感
谢信和“医德高尚，济世救人”的锦旗，敲敲
打打从延津县政府徒步来到延津县中医院
广场。

村干部和患者亲属把感谢信与锦旗送
到急诊科医生宋丹丹手中时，激动地说：

“感谢延津县中医院，感谢急诊科的医务人
员，感谢新医三附院的专家，是你们的优质
医疗服务，救了××的命！”

这真是：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情，
延津县走来喜郎中，小康路上更健康，大病
不用跑省城。

新医三附院的专家团队采取长期或短
期轮流值班的方式到延津县中医院坐诊。
医生实行 24小时值班制，专家每周平均出
诊40人次，常驻护士长7人、医师6人。

自 2016 年 9 月以来，延津县中医院内
科、外科常驻有新医三附院高年资主治医
师。专家们虽然在延津县中医院坐诊，可在
新医三附院的工作量一点儿没减少。为此，
有的专家刚下手术台，便要开车前往延津县
中医院，但他们毫无怨言。

正是这种敬业精神，才使得延津县中医
院发展蒸蒸日上；正是这种敬业精神，才彰
显出医联体的活力。

责任和担当是职工的内在素质，也是医
院思想政治工作的灵魂；医疗质量和安全永
远是医院的生命线。

延津县中医院关于责任和担当的思想

教育，是从严格执行组织纪律和规章制度开
始的。对此，院领导大会讲、小会说，对极个
别玩忽职守的人，果断采取纪律措施，让有
过错者接受教训，让大家接受教育。员工们
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人前人后一个
样，脚踏实地干工作。

2017年7月25日4时37分，延津县中医
院急救人员根据 120 急救中心的电话指令
出诊。在和患者取得联系后，急救人员得知
患者自己一个人在家。一开始，急救人员还
能通过电话听到患者模糊的语言，之后就听
不到声音了。当急救车来到患者家门口时，
急救人员却发现患者家围墙高大、大门反
锁。

司机立即打开警笛、亮起警灯，热心的
街坊邻居得知后搬来梯子，急救人员翻墙进
去后，发现患者靠墙坐在地上，语言不清，一

侧肢体瘫痪。他们立即抬患者上车，在车上
展开紧急救治。

当急救车带着患者风驰电掣般来到医
院的时候，绿色通道早已打开。由于得到及
时救治，患者很快转危为安、康复出院。

在护理工作中，他们针对年轻人实际工
作经验不足、操作不够规范等问题展开大练
兵。新医三附院的孟红艳、王希娟是第一批
到延津县中医院工作的护士长，她们自编讲
义、自做课件、自出试卷，每周给护士们上一
次课，对核心制度、护理文书、护理操作、护
理礼仪手把手传授，使延津县中医院的护理
水平全面提升。2017年9月，在新乡市举办
的老年护理技能竞赛中，延津县中医院以优
异成绩荣获团体第一名。

在病房，新医三附院的专家采取临床带
教、业务指导、教学查房、示范操作等方法帮

助延津县中医院青年医生规范处方、规范病
历书写、规范手术操作。在外科，新医三附
院专家带领延津县中医院的医生开展了椎
间孔技术、食管癌手术、乳腺癌根治术、经尿
道输尿管软镜钬激光碎石术等。在内科，新
医三附院专家指导延津县中医院的青年医
生熟练掌握呼吸机的应用、支气管插管术、
胸腔引流术、腹腔引流术、深静脉置管术、
CT引导下肺肿物穿刺术等。

从2017年5月开始，延津县中医院邀请
了新医三附院医务科、质控办、感染办、护理
部的业务骨干组成检查组，对延津县中医院
质控工作进行全面检查指导，并要求各科室
对检查组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大大促进了
医院的质控工作。结果显示，整改后，延津
县中医院甲级病历率达 91.7%，处方合格率
达95%，护理质控达标率为90%。

深受老百姓欢迎的医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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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津县地处黄河故道，在新乡以东
37公里处。在历史上，黄河经过多次改
道，给延津留下了 40多公里连绵起伏的
带状沙丘，旱涝风沙，灾难重重。但是，
母亲河也孕育了延津儿女朴实、勤劳、
勇敢、智慧的性格。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医药植根于
人民群众之中，世代传承，是中华文化
的瑰宝。1986年 10月，延津县城关镇卫
生院改成延津县中医院，从此结束了延
津县没有中医医院的历史。但多年来，
延津县中医院举步维艰。

2008 年，郑学农临危受命，出任延
津县中医院院长。郑学农，主任中医
师，全国基层优秀名中医。他的内科杂
病辨证治疗、小针刀、穴位埋线疗法独
树一帜，誉满县城。对医院管理，他主
张在发挥中医药整体理论和辨证论治
优势的同时，必须注意将中医药与现代
医学技术和方法相结合。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2009 年，郑学
农同延津县卫生主管部门领导几经努
力，为延津县中医院争取国家投资 3800
万元，建设病房楼。后来，延津县政府
又划拨 40 亩（1 亩=666.67 平方米）土地
并追加投资数千万元。

历经 5 年，眼看一座建筑面积达
24800 多平方米、配套功能齐全的现代
化中医医院就要竣工并交付使用了，可
是，郑学农和他的同事们却怎么也高兴
不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单靠延津
县中医院现有的人员和仅有的一点儿
设备，无论如何也支撑不起眼前这座只
有现代化建筑的延津县中医院。

问题的关键就是缺人！缺医学人
才，缺管理人才。时任延津县卫生局局
长的姜国海带领郑学农等人上北京、跑
郑州，遍寻合作伙伴，结果磨破了嘴、跑
断了腿，却因种种原因无功而返。后
来，他们从海量信息中获得一则“陕西
省洛川县医院被延安大学医院托管”的
消息，顿觉眼前一亮。

郑学农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托
管’这个词。”他们马不停蹄地奔赴洛川，
终于取来医联体的真经，并且渐渐形成
了一套初步方案，按程序汇报给县委、县

政府领导。
可是，找谁来托管呢？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

向新医三附院。
新医三附院是一家开设床位 1200 张、规划床位

2000张的省属综合性大学附属医院，是延津人民看病
的目的地医院之一。

说起两家医院的关系，可追溯很远。早在 1992
年新医三附院开诊之初，就和延津县中医院的前身城
关镇卫生院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又据《延津年鉴》
记载，自2014年3月开始，新医三附院组织专家，每周
五下午对全县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共计19期600多
人次；同时，还开办乡村医生培训班两期，培训996人
次。

2015年，一个是延津县政府，一个是三级公立医
院，为了健康中国这一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他们
借鉴其他医疗机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成功经
验，以帮扶的理念，经过反复磋商，于当年 4月 2日签
订了托管协议，一个以托管为特色的紧密型医联体
诞生了。

协议签订后，新医三附院根据双方约定的条款，
立即派工作组深入调查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科学地
制订工作计划。同时，延津县委、县政府批准成立了
以新医三附院一名副院长、一名科主任和延津县中医
院院长郑学农为成员的筹备领导小组，随后组建了延
津县中医院新的领导班子，开展了托管后的各项工
作。

医联体运行近 3 年后，我们访问了新医三附院
党委书记窦启锋，他对我们说：“医联体是深化医
改的重要内容，是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有力举
措。基层党组织一定要把握医联体的公益性方
向，不与当地争蛋糕，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瞄准
短板，对弱项优先发展；保持中医药特色，加快发
展步伐；对公益事业积极发展，参与脱贫攻坚精准
发展。要把延津县中医院当成新医三附院的一部
分，采取‘两院一科’模式（即一个科室两个院区），
尽快发展起来。”

新医三附院神经内科教授、主任医师李素芳说：
“医联体就是要把医疗服务的根牢牢扎在人民群众
中。托管实际上是更紧密的合作，这样的医联体恰逢
其时，我们决不能成为孤岛。”

延津县中医院副主任医师刘建保在谈到医联
体时，把早已写好的文字材料让我们看。他写道：

“患者在家门口用县级医院的医疗费用享受到省
级医院的医疗服务，对老百姓有利；医联体盘活了
医疗资源，同时，延津县中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新医
三附院专家帮助下提高了诊疗水平，这是件大好
事！”

带来创新亮点的医联体

截至2018年8月，延津县中医院已开放
床位200张，设门诊诊室18个、病区6个，一
家集医疗、保健、康复、预防为一体的具有中
医药特色的二级甲等医院初见雏形。

3年来，延津县中医院管理各项指标节
节上升；2018年，业务总收入同比增长55%，
门急诊人次同比增长17%。

为了保持中医药特色，延津县中医院在
中药炮制基础上，引进了全成分中药配方颗

粒剂设备，大大方便了患者。该院针推科是
河南省特色中医专科，设有200多平方米的
康复大厅，开展了针刺、艾灸、拔罐、按摩、熏
蒸、穴位埋线、小针刀、贴敷、射频消融治疗、
臭氧介入治疗、脊柱减压等中医特色疗法，
形成了以疼痛治疗和脑病康复、骨伤后遗症
康复为优势的特色中医药疗法，深受老百姓
欢迎，仅 2018年就完成非药物治疗 2785人
次。

在信息化建设方面，延津县中医院实现
门诊“一卡通”，建立了电子病历系统，DR
（数字化X线摄影）、CT诊断通过 PACS系
统（医学影像信息系统）传输至新医三附院，
由新医三附院专家进行诊断，快速准确。

自 2017 年，他们坚持每周三义诊雷打
不动。2018年，他们选派各科专家300多人
次，下乡义诊 266次，参加各类公益宣传 17
次，发放宣传册 2500 余份，培训基层医生

1500多人次，服务群众4080人次；在脱贫攻
坚战中，他们根据县里统一部署，深入 8个
乡镇，面对面进行贫困患者大病集中救治和
慢性病签约服务……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医联体的员工们普
遍认为成绩虽然是初步的，但它足以证明医
联体的道路是正确的。沿着这条道路继续
走下去，双赢的目标一定会实现，给老百姓
带来的福祉还会更多！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延津县中医院巍然屹立在延津县平安大道与西安大道交汇处，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焕发出勃勃生机。
党的十八大以后，延津县政府委托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新医三附院）管理延津县中医院，建设服务、责任、利益、管理的共同体。因此，这是一个以政

府为主导、三级公立医院牵头，采取托管方式的紧密型医联体。
人们不会忘记2016年2月22日，这一天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新医三附院的专家团队和管理团队进驻延津县中医院。于是，人们便把这一天确定为新医三附院延津县

中医院（简称延津县中医院）开诊纪念日。
没有乔迁的鞭炮，没有开业的锣鼓，没有剪彩仪式，也没有吃喝宴请。伴随着元宵节的吉祥喜庆，延津县中医院领导带领全院干部职工紧张地做着准备工作。天寒

地冻，新建的延津县中医院当时还没有取暖设备，但工作人员用热情服务温暖着患者。
经过3年来的发展，延津县中医院走上了“快车道”，取得了长足进步，荣誉满满。在医联体中，新医三附院的专家和管理团队是给延津县中医院带来变化的决定力

量。

2019年1月，新乡医学院院长任文杰赴延津县中医院调研。 托管签约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