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3月26日

星期二

08

□编辑/杜燕蓁

□版式/张程程

□审校/樊莉莉

健
康

本报讯 通讯员赵善宾、再努尔、
吕建琴报道：3月19日，玛纳斯县凉州户
镇庄浪户村村民童建明接受了远程会
诊，医生通过视频给他进行了全面诊
疗。“不用去县医院就能看病，太方便
了。”童建明说。

为更好促进医疗资源共享，推进县
域医共体建设，优化资源配置，今年，玛
纳斯县全面加强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
设，成立远程会诊共享中心，与县域 11
家乡镇分院签订远程共享中心会诊全
覆盖协议，实现“检查在基层，诊断在县
级”，畅通服务群众健康“最后一公里”。

3月18日，是玛纳斯县总医院凉州
户镇分院中医医师周芳第一次参加远
程医疗会诊，在县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的

指导下，她完成了对患者的诊治。
“远程会诊中，上级医院专家通过对

患者的病史、影像学资料分析，最大程度
地对疾病诊断进行了指导，帮助我完善
了诊疗方案，这样不仅方便了患者，对我
提升专业技能帮助非常大。”周芳说。

目前，县乡远程会诊已覆盖玛纳斯
县所有乡镇，实行责权利一体，人财物
统一的运营模式，所有远程会诊的诊断
结果，玛纳斯县总医院相关科室医生都
会及时与乡镇卫生院联系，及时处理或
者转上级医院治疗，极大方便了医生和
患者，使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最大
化，实现县域协同医疗。

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加快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让县域内居民

不出县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的重
要举措，既为患者节省了时间，也节约
了费用。

截至目前，玛纳斯县总医院与乡镇
各分院已开展会诊20余例，涉及中医、
内分泌、呼吸、心血管等专业，基层就诊
率达到65%。医共体的建设打破了过去
县域所有医疗卫生机构的壁垒，实现了

“县管乡用”，创新了县域医疗卫生机构
行政管理新体制。通过医共体建设，促
进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和疑难
重症、术后康复在基层医疗机构的有效
治疗，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基本实现了大病不出县、常见病不
出乡的医改总目标，增强了县域内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讯 通讯员王旭婷报道：近
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
院放射科联合妇科共同为一名瘢痕妊
娠患者成功实施了子宫动脉栓塞术，保
护了患者的子宫。

患者沙女士（化名），今年 37 岁，因
瘢痕妊娠来医院妇科门诊就诊，门诊医
生以“子宫瘢痕处妊娠、胎盘粘连”为诊
断收治入院。

入院后，主管医生为患者完善相关
检查，根据患者病情，立即组织相关科
室进行病情讨论，最终决定为患者实施
局麻下行经皮选择性子宫动脉造影术+
经皮超选择双侧子宫动脉栓塞术。

征得患者及家属同意后，近日，医
疗团队为患者实施了手术，术后效果
良好。此次介入手术的完成为患者的子
宫保卫战提供了有利时机，入院第三
天，医疗团队又为患者实施了清宫术。

子宫动脉栓塞术为想保留子宫的
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具有创
伤小、恢复快、住院时间短等优点。

本报讯 通讯员王美娟报道：近
日，昌吉市人民医院急诊急救中心为一
外伤性脾挫裂伤患者成功进行脾动脉
造影+脾动脉栓塞微创手术，挽救了患
者生命。

患者 35 岁，男性，因车祸外伤入院
治疗。经腹部B超、腹部CT、抽血化验等
检查后，诊断为脾挫裂伤，脾包膜下血
肿等。脾脏包膜一旦破裂，会出现大出
血，危及生命，需要紧急进行止血治疗。
传统的外科手术治疗需要切除脾脏，而
且危险性高、痛苦大，术后恢复较慢。患
者保留脏器意愿强烈，经急诊急救中心
医疗团队讨论，将介入栓塞治疗作为脾
挫裂伤外科手术之外首选治疗方式。

经完善相关术前检查，明确无明显
介入栓塞治疗禁忌后，昌吉市人民医院
急诊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亚彬、主治医
师靳鲲为患者实施脾动脉造影+脾动脉
栓塞微创手术，手术顺利，患者病情稳
定，相关症状较前明显改善。

外伤性脾破裂在临床上属急症，出
血量大，可危及生命，而此例采取脾动
脉造影+脾动脉栓塞术，是在DSA影像
引导下精确定位，经股动脉穿刺，导管
直达病灶动脉的血管，可迅速将其栓
塞止血，不仅创伤小，安全性高，而且可
保留重要脏器功能，改善患者生活质
量，降低死亡率。

本报讯 通讯员张海燕报道：“爷
爷，您喜欢什么水果？”“梨，嗓子不舒服
来一个，化痰止咳，我喜欢。”近日，来阜
康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老年病科
住院的尚大爷看到病房门口显眼的水
果标识后，笑得合不拢嘴，连声称赞“这
个好，这个好！”

由于科室老年患者较多，经常有认
知障碍、视力不好及不识字的老年人走
错病房，这给阜康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
重症/老年病科的管理以及病人都带来
了不便。

为了方便老年患者辨认和记忆，准
确找到自己的病房，近日，在科室人员
的精心准备下，16个病房门口都贴上了

色彩鲜艳、形象逼真、蕴含美好寓意的水
果图片，“梨”想成真、“橘”祥如意等图案
不仅加深了老年患者的记忆，让老年患
者更容易区分病房，还让病区焕然一新，
整个病房变成了专属的“水果病房”。

76岁的王女士是科室的老病号了，
看到水果标识的病房后，她高兴地说：

“以前的病房‘长相’都一样，经常转着
转着就走到别人的病房去了，现在有了
水果标识，再也不会走错房间了。”

阜康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老年
病科护士长李雪说：“把常见的水果图片
贴于病房门上，帮助具有认知障碍和视力
不好的老年患者快速辨认自己所住的病
房，按图索骥快速辨认出专属病房。”

为改进护理服务，提升患者就医体
验，呼吸与危重症/老年病科还推出了

“自制口服药杯”“输液报警器”等便民
服务举措，避免患者服错药、漏服药，降
低药液滴空和减少回血的发生率，保障
护理安全。

借水果编织记忆，用爱心温暖患
者；借口服药盒装下希望，用细心拉近
医患距离；借输液报警器承载责任，用
责任守护患者安全。小事虽小，只要能
帮到患者就不小。阜康市人民医院副院
长潘燕说：“医院不断转变观念，从患者
的角度出发，从细微处着手，加强主动
服务意识，为患者提供温馨、全面、周到
的护理服务。”

本报讯 通讯员贾若艺报道：
3月21日上午，昌吉市人民医院举
行河西学院教学医院签约暨揭牌
仪式，开启院校合作共建、医教协
同发展的新路子。

据了解，河西学院是2001年经
教育部批准设立的普通本科院校，
曾被教育部、卫生部等六部委确定
为全国护理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
培养培训基地。

昌吉市人民医院成为河西学
院教学医院，将为河西学院实习教
学、临床实践提供更强大的医学支
持。双方建立院校合作关系后，将
共同努力打造优秀医学人才培养
的摇篮、高层次医学科研的基地、
跨区域医学教育的标杆，为两地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本报讯 通讯员祁慧萍报道：
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昌吉分院总医院组建医疗服务义
诊专家团队来到昌吉市二六工镇
卫生院分院开展以“预防胜于治
疗，义诊助力健康”为主题的大型
义诊活动，为村民提供免费的医疗
咨询和义诊服务。

义诊活动中，专家团队针对村
民的身体状况给予合理的治疗建
议、用药指导和心理辅导；护理团队
为村民测血糖、测血压，发放各类疾
病健康宣教手册，科普讲解各类疾
病预防措施，叮嘱村民要建立健康
生活方式，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做到
疾病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

活动持续两个多小时，秩序井
然，共计服务村民150余人、发放宣
传资料100余份。义诊结束后，专家
团队进行查房，详细了解每位住院
患者的病情，问诊查体，并制定了
适宜的治疗方案。

近日，昌吉州中医医院组织医疗专家团队深入各县市开展义诊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图为昌吉州中医医院专家团队在阜康市医共体总医院博峰街
道分院门诊大厅，为前来咨询的群众答疑解惑。 □王 岩摄

村里问诊 云端看病

玛纳斯县实现县乡远程会诊全覆盖

3月19日，玛纳斯县总医院副主任医师、内四科主任王新军正在为玛纳斯县总医
院凉州户镇分院患者进行远程会诊。 □赵善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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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

为瘢痕妊娠患者成功实施

子宫动脉栓塞术

昌吉市人民医院

车祸致男子脾挫裂伤

微创介入栓塞保命又保脾

阜康市人民医院

“水果标识病房”上线 贴心服务不“迷”路

近日，阜康市人民医院“水果标识病房”上线。 □张海燕摄

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
——昌吉州中医医院开展组团式医疗帮扶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阿依加玛丽·列提甫 通讯员 王岩

健康视点
健康快讯

昌吉市人民医院

院校合作共建
共育医学人才

新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

专家义诊进基层
健康送到家门口

“感谢医疗队的到来，让我们有了
自己的中医医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中医治疗。”3月20日，木垒县胃病患者
陈健连连夸赞。

6年前，56岁的陈健因胃胀、胃痛到
医院就诊，之后一直服用西药，效果不是
很明显。两年前，他到昌吉州中医医院派
驻木垒县总医院的医生马红鹤处就诊，
通过中医治疗，病情逐渐好转。

为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与大医院
同质化的医疗服务，自2019年起，昌吉
州中医医院开展组团式医疗帮扶工作，
连续选派 5 批 23 人组团式医疗队到木
垒县人民医院挂职。医疗队成员从技术
帮扶、人才培养、医院管理等方面入手

开展工作，实现了“输血”变“造血”。
马红鹤是昌吉州中医医院派驻木

垒县总医院的专家之一，同时担任木垒
县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2022 年 3
月，他和同事来到木垒县总医院开展组
团式医疗帮扶工作。“当时的木垒县总
医院人才匮乏，每次出诊我都能感受到
基层群众非常需要我们。”马红鹤深有
感触地说。

马红鹤在深入调研后，帮助木垒县
总医院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规划，
内容涵盖人才培养、设备更新、技术引进
等，同时，强化医院重点学科建设，通过
开展技术培训、病例讨论、门诊手术等，
提升当地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
力。“我们打破了县城没有中医医院的局

面，2023年8月，成立了昌吉州中医医院
木垒县分院，还完成了外二科（骨伤科）、
内三科（心脏介入和老年病）两个新学科
的建设工作。”马红鹤介绍说。

5 年来，昌吉州中医医院组团式医
疗帮扶队成员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
理经验传授给木垒县总医院的医护人
员，手把手地教授自己的“看家本领”，
共推广新技术、新项目10项，开展疑难
手术200余例；完成门诊量56687人次、
接诊住院患者4320人次、组织疑难危重
病人讨论 82 人次；开展下乡义诊活动
20余次，受益群众达万余人……

“这种组团式医疗帮扶真正使基层
医院受益、基层群众受益。”马红鹤说，
自己虽然已回到昌吉州中医医院工作，

但每两周还会带着医疗团队去木垒县
总医院坐诊。

此外，昌吉州中医医院每周都会组
织专家团队开展巡回医疗活动。专家组
成员涉及医院管理、医学影像、呼吸、心
血管、脑病、骨伤、妇产、针灸、胃肠外科
等专业领域，他们分批次在阜康市、呼
图壁县等地开展巡回义诊、座谈及教学
查房等活动。

昌吉州中医医院院长刘洋表示，昌
吉州中医医院将全力以赴帮助受援地
医院找准发展定位，制定帮扶方案，按
照计划指标，分阶段完成帮扶任务，推
动组团式帮扶工作取得实效，为当地患
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为基层医疗卫
生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昌吉市

入户义诊送健康
惠民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 通讯员黄晨、石军、
赵蓉报道：近日，昌吉市六工镇东
五工村村委会文化室里早早就坐
满了人，原来是村民听说昌吉市人
民医院的专家要来义诊。

义诊现场，医生一边耐心解答
村民的问题，一边为村民检测血压
和血糖，并免费发放常备药品、专
科药品和便民药箱，让每位村民都
得到实实在在的健康关怀。与此同
时，为了照顾年龄较大、行动不便
的村民，医务人员还带着医疗设备
和药品上门开展义诊。

“专家能到家里来看病真是太
好了，我年龄大了，腿脚不利索，医
生给我做了细致检查，还对我今后
的饮食进行了指导，真的是让我们
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医疗惠
民的好政策。”村民陈桂风说。

今年二月，昌吉市人民医院以六
工镇为试点召开了“人大代表在行
动 深化医改惠民生”研讨会。根据研
讨会上村民提出的看病远、医疗资源
少、医学常识匮乏等问题，开展了此
次“医疗惠民进村、进家庭”活动。

“我们与昌吉市六工镇人大紧
密配合协作，在春种开始前，让宣
讲队和义诊队走遍六工镇各村，让
医疗惠民的好政策传进每位村民
的家里，带到每户村民的身边。”昌
吉市人大代表、昌吉市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张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