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健康中国责编：熊 建 邮箱：bearjian@126.com

2022年9月6日 星期二2022年9月6日 星期二

平行病历·我这十年⑨▶▶▶

从意气风发，到两鬓斑白，我
扎根新疆从医 40多年，爬雪山、越
戈壁，巡诊几十万公里，和同事们
一起救治肝胆疾病患者，将一生最
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我深深热爱的
土地和人民，把民族团结、大爱无
疆的种子播撒在了天山南北。

1977 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四军医大学。毕业后，我毅
然放弃留校工作的机会，作出了重
返新疆的决定。

新疆是胆结石、肝包虫病高发
地区，以前的治疗手段主要是开刀
手术，不仅痛苦大、恢复慢，而且
住院时间长、费用高，不少患者因
此忍痛放弃手术治疗。

1992 年 ， 我 了 解 到 一 项 时 间
短、刀口小、费用低的腹腔镜下切
除胆结石技术，立即建议医院引进
这种新技术，并主动请缨到北京
学习。

为了节省手术时间，让患者少
受罪，我反复模拟练习，很快掌握
了胆囊与肝脏微创剥离技术。一个
月后，我通过腹腔镜成功完成了武
警 新 疆 总 队 医 院 首 例 胆 囊 切 除
手术。

到今天为止，我实施的腹腔镜
下胆囊切除手术中，年龄最大的104
岁、最小的1岁。

党培养了我，我以感恩之心报
党恩。我定期带领医疗队进村入
户，为各族群众体检，建立健康档
案，举办健康讲座，普及疾病防治
知识。我们的团队到 23家偏远县级
医院、17 家乡镇卫生院、多个村卫
生室进行对口帮扶，为当地赠送药
品、医疗器械和设备，义务培养了
300多名医疗技术骨干，留下了一支
带不走的医疗队。

有一次，我巡诊时，碰上村民
乌拉在放牧时不小心掉入废矿井，
造成颅骨、四肢等 11处骨折。我带

领团队抢救了 6 天 6 夜，先后做了 3
次手术，保住了乌拉的生命。因为
伤势严重，他留下全身僵直、大小
便失禁的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
为了治病，他们家卖了牛羊，生活
陷入困境。

我一直想为他们家办点实事。
乌拉出院后，我每周两次骑自行车
往返近 10公里给他做康复治疗，顺
便送去米、面等生活用品，还买了
一头奶牛，让他补充营养。

乌拉大小便失禁，他的家人每
天要换洗十多块尿布，我又给他家
送了一台洗衣机。

后来，他的妻子患胆结石，女
儿也被检查出乳腺纤维瘤。我带头
捐款为母女俩筹集手术费，让母女
俩最终顺利做了手术。我还帮他家
开了一个小卖部，资助他们家盖起
了新房。

乌拉的妻子把我多年来帮助他
们家做的事情一一记录在纸条上。她
说：“我们家有 3个民族，我是维吾
尔族，丈夫是哈萨克族，我的儿子庄
仕华是汉族。我们都是中华民族，都
是一家人！我一辈子就知道只有祖国
好，民族好，我们才会好！”

少数民族群众质朴无华的话语
让我认识到，扎根辽阔边疆、守护
群众健康，其意义和价值莫过于此。

治好一个患者，温暖一户家
庭，守护一方平安。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我第一时间带领医疗队深
入街道、学校、部队、企业和农牧
区，宣传讲解新冠肺炎预防措施；
捐赠口罩、消毒液等防疫物资。

在为群众服务的实践中，我见
证并亲历了新疆医疗卫生事业的喜
人巨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新疆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步和内地实
现了同步发展。

在“组团式”医疗援疆专家与

当地医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让当
地逐步实现多种急危重症不出自治
区，常见病不出地州市。如今，村
村有卫生室，乡乡有卫生院，妇女
儿童卫生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常
见病、地方病发病率显著降低，各
族群众的健康权益得到有效维护，
获得感不断增强。

执手军绿、为爱白衣。作为一
名军医，我将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忠实践行人民军
医职责使命，更好地为各族群众和
部队官兵的健康服务。

（作者为武警新疆总队医院原院
长、主任医师）

“我的儿子庄仕华是汉族”
庄仕华

“我的儿子庄仕华是汉族”
庄仕华

图为庄仕华 （左一） 带领医疗队在为牧民巡诊途中。 受访者供图

图为庄仕华进村入户为当地群众送健康。 受访者供图

人民健康这十年⑩▶▶▶

围绕就医需求
发挥组团优势建设重点专科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援疆是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由中央组织部
牵头、国家卫健委组织实施的一项系
统工程。7年多来，相关部门不断深
化医疗人才“组团式”支援工作，有
效提高了受援医院医疗服务水平，探
索出一条加快西藏新疆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的新路子。

“在帮扶过程中，医疗人才‘组
团式’援藏援疆工作提出‘以院包
科’的支援模式，围绕当地人民群众
就医需求，集中力量加强医院临床专
科建设。”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
局长李大川介绍，具体而言，在坚持
一个省 （市） 负责支援一家医院，并
明确一家牵头单位负总责的“组团

式”支援基础上，分别确定一家支援
单位分别帮扶受援医院一个或几个科
室。支援任务不结束，结队关系不脱
钩。集中支援省份优质医疗资源，推
动各受援科室的医疗服务能力持续
提升。

“不以诊治多少例‘首例’疑难
疾病、救治多少例危重患者为自豪，
而以当地同仁能独立常规开展多少项
新技术、新项目为骄傲。”北京协和
医院副院长韩丁介绍，作为“组团
式”援藏的牵头单位，北京协和医院
前期充分调研，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了

“菜单式定制”模式，以学科建设为
主线，以提升平台科室能力为基础，
全方位带动当地重点专科建设。

“众所周知，适宜治疗的前提首
先是明确诊断，其次是综合支撑和保
障，才能确保医疗的质量和安全。”
韩丁说，北京协和医院从一开始就坚
持需求导向，派出了放射、检验、超
声、病理等5个平台科室及麻醉、护

理、重症等4个支撑学科，既做强了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平台科室，又
提供了有力保障，让团队诊断有依
据、治疗有支撑、敢做大手术，放开
手脚救治复杂、疑难和重症患者。近
几年，北京协和医院又增派了基本外
科、妇产科、神经科等重点优势学
科，为当地医院的重点专科建设再添
活力。

“仅在第七批医疗人才‘组团
式’支援期间，援藏医疗队就帮助西
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开展了新业务、新
技术 87 项，填补了技术空白 29 项，
申请科研立项 37 项，健全各类管理
制度186条，帮助建立了肺癌和普通
外科的多学科诊疗中心。”李大川
说，经过7年持续不间断的支援，目
前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学科体系更加
完善、服务流程更加优化、管理机制
更加健全。

通过组团帮扶，西藏自治区人民
医院先后获批 8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24 个专科培训基地，成立了 18
家省级质控中心，辐射带动 74 家县
医院。新疆8家受援医院实现了一批
重点专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的转变。目前受援的 16 所地市级以
上医院均建成三级医院，其中 15 所
建成三级甲等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和
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也为新冠肺炎疫
情处置和满足日常医疗服务需求打下

坚实基础。

“输血”变“造血”
培养“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人才工作是医疗人才“组团式”
援藏援疆工作的重中之重。努力将先
进诊疗技术和优秀管理理念“带着泥
土”移栽到当地，变“输血供氧”为

“造血制氧”，是国家开展这一工作的
目标。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援疆
工作采用‘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
干’‘师傅带徒弟’的模式，努力为
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人才
队伍。”李大川指出。

以上海市为例，依托当地的医学
教育资源，上海围绕学历教育、毕业
后教育和临床骨干医疗人才培养三方
面，助力新疆喀什地区构建完善的卫
生人才队伍培养体系。

上海市卫健委党组副书记闻大翔
介绍，在强化喀什地区学历教育培养
体系方面，“十三五”以来，上海市
先后委托上海健康医学院为喀什地区
定向培养医学本科人才，截至目前已
培养124名医学本科人才；依托复旦
大学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以
及同济大学医学院为喀什地区定向培
养医学研究生人才。

同时，上海援疆对口的喀什职业
技术学院医学系还开设并招收了高职
临床医学和高职护理学的学生，在上
海和喀什两端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

“高职-本科-研究生”的系统卫生人
才学历教育培养体系。

在构建毕业后教育卫生人才培养
体系方面，上海助力喀什地区第二人
民医院积极打造南疆医学高地，创建
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为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培养搭建平
台，并按照“打基础、育骨干、拔尖
子”3个层次为喀什地区构建公共卫
生毕业后教育培养体系。

“此外，上海通过医生来沪进
修、派专家到喀什进行指导，手把
手教学以及通过远程教学等手段和
方 式 来 进 行 医 、 教 、 研 的 定 向 培
养，提高医院骨干医师综合能力和
素质。”闻大翔介绍，“十三五”期
间，在做好学历教育、毕业后和临
床骨干医学人才培养的同时，上海
还 开 展 了 线 上 线 下 各 种 形 式 的 讲
座、培训，累计覆盖了当地医务人
员3万余人次。

据统计，医疗人才“组团式”援
藏援疆以来，已选派高水平医疗人才
2500 余名，为西藏、新疆帮带医疗
团队千余个、医务人员 5800 余名，
精准培养不同层次医疗骨干 1 万余
名，有计划有步骤接收 4000 余名医

务人员到对应的支援医院培训进修，
医务人员整体素质得到显著提升。

与此同时，各支援医院选派优秀
管理人员到受援医院担任党委书记、
院长、副院长等职务，帮助西藏、新
疆各医院引进先进管理理念、建立健
全规章制度、优化医疗服务流程。西
藏新疆各受援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和
管理水平得到高质量提升。

常见病被遏制
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针对西藏常见的先心病、高原性
心脏病、包虫病等重大疾病，医疗援
助持续精准发力，不断提高当地诊疗
技术能力。

“我们在当地开展了包虫病流行
病学调查、B超筛查以及手术治疗等
相关工作。随着诊疗水平和防治能力
提升，包虫病手术患者的数量在逐年
下降，从原来每年 170 多例下降到
2020年的66例。”闻大翔介绍，在上
海市医疗团队的支持下，日喀则市人
民医院包虫病筛查救治能力以及治疗
水平都有了明显提升，从2017年到现
在已经完成包虫病手术治疗575例。

此外，通过落实早发现早治疗、

群众健康教育、传染源管理、环境治
理等综合防治措施，现在日喀则市包
虫病高发的态势已得到有效遏制，包
虫病综合防治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先心病是儿童最常见的心脏病，
可能与遗传、环境等因素相关。西藏
受高寒缺氧等地理气候条件的影响，
是先心病的高发区。为此，上海支持
西藏把先心病儿童集中筛查和日常诊
查相结合，日喀则在 2019—2021 年
集中筛查 14 万人次，累计救治先心
病儿童187人。

针对西藏地区高原性心脏病高发
的特点，上海市将心血管疾病诊疗中
心作为工作重点，从高原性心脏病、
高原性肺水肿的发病机制入手，指导
当地医院加强扩血管降压等治疗。
2018 年—2021 年，仅日喀则市人民
医院就诊治了肺水肿患者 1565 人
次 ， 诊 治 高 原 性 心 脏 病 患 者 569
人次。

截至2021年底，西藏已实现419
种大病不出自治区、2413 种一般病
不出地市、小病不出县区就能得到治
疗；新疆8家受援医院实现了一批重
点专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
转变，已有332种急危重症不出自治
区、1914 种常见病不出地州市就能
得到治疗，两地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不断增强。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援疆工作成效显著

“输血供氧”变为“造血制氧”
本报记者 王美华

江苏省卫健委和江苏援藏指挥部组织医疗专家日前在西藏拉萨开展
真情“佑”心动活动。医疗专家先后奔赴曲水县、林周县、达孜区、当
雄县、尼木县、堆龙德庆区，对 0 至 18 岁人群开展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筛查出的患者将到江苏接受免费手术治疗。

图为 4月 22日，江苏省泰州市人民医院医生宋桂仙 （左） 为曲水县
小学的学生做先心病筛查。 新华社记者 李 键摄

图为2月22日，春节后返疆第一天，来自江苏淮安的援疆医生谷彪（右一）和王成祥（左二）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七师医院专注地做手术。

徐昌政摄 （人民视觉）

图为2月22日，春节后返疆第一天，来自江苏淮安的援疆医生谷彪（右一）和王成祥（左二）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七师医院专注地做手术。

徐昌政摄 （人民视觉）

6月 9日，来自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民医院的北京市第七批“组团式”
援藏医疗专家，来到当雄县格达乡为居民义诊。图为北京市第七批“组团
式”援藏医疗队专家、拉萨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汪红兵 （右） 为居民义诊。

新华社记者 张汝锋摄

西藏受援医院开展三四级手术占比达到56%，危急重症患
者抢救成功率达到89%；新疆8家受援医院实现了一批重点专
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转变……医疗人才“组团式”
支援工作实施以来，西藏、新疆地区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人才培养更加系统精准，医院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当地群众的
健康获得感不断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