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献血者在献血车前合影 陈开理 摄

漳州市医院总部院区航拍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盛夏时节，漳州持续的高温炙烤让街头献血陷入淡季。然而，
患者对血液的需求一刻也不能缓。日前，省196地质大队迅速组
织了一场“为党旗添光彩 为生命接力”的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
动。20位献血者挽袖，共献6900毫升热血。

在漳州，像省196地质大队这样的热血先锋还有很多。为满
足突发应急事件用血需求，漳州市中心血站组建了23支应急献
血队伍。其中，平和县税务局应急献血先锋队是第一支。

“我报名！”“把我的名字也加上！”“没问题，我明天一定准时
到！”……2022年 12月初，全市陷入临床用血紧张局面，漳州市
中心血站向平和县税务局应急献血先锋队发出求助。该局快速
行动，组织本单位干部职工献血，为患者争取时间。作为该局应
急先锋队的一员，无偿献血29年的陈国明被授予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奖终身荣誉奖、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愿我们的热血
能帮助更多人!”陈国明说，“只要有需要，我就会一直献下去。”

一到冬天，临床用血增加，但因天气寒冷，街头献血者减少，
造成血库存量紧张。漳州市卫健系统也勇当应急先锋，立马组织
开展冬季应急献血活动。“医”不容辞，医护人员纷纷加入到应急
献血队伍，用实际行动保障临床用血。

“紧急情况下，我们需要更多热血‘急’先锋。他们人人是无
偿献血的爱心奉献者，个个是无偿献血事业的发动者、宣传者。”
漳州市中心血站站长曾智慧呼吁，更多市民及有意向开展无偿
献血活动的团体单位，参与到无偿献血应急队伍中来，为爱助
力，让病患重获新生。

☉本报记者 林昕蓉 通讯员 谢一兵

市医院总部院区
将于年底全面开诊

现已开设全部专科门诊、
综合住院病房和相应医技检查服务

漳州应急献血先锋队：

热血“急”先锋
爱在你身边

本报讯（记者 杨婉真 通讯员 张文彬）连日来，漳州市医院
总部院区项目建设进入最后攻坚阶段，将于年底全面开诊。去年
10月28日，该院区已部分建成并开诊启用。

市医院总部院区项目位于漳州市高新区漳码路 9号，总投
资 40.2亿元，设置床位 2000张。该院区从去年 10月开诊启用至
今，已开设神经内科、消化内科、胸心外科、乳腺外科、妇科等
全部内外科专科门诊、综合住院病房和相应医技检查服务。

近年来，漳州市医院按照市委市政府“一院多区、各有重点、
协同发展”要求进行规划建设，不断优化各院区功能定位，共有
3个院区2个分院（总部院区、芗城院区、龙文院区、朝阳分院、古
雷分院），托管 2家县级医院（诏安县总医院、市第五医院）。目
前，芗城院区保留原有全部门诊，市民就医不受影响。市民可通
过“漳州市卫健委”或“福建省漳州市医院”微信公众号，根据自
身需求，选择不同的院区前往就诊。

据了解，今年年底，等总部院区全面开诊后，市医院将逐步
把医疗重心转移到总部院区，努力把这里打造成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

百年老院践初心，笃行不怠启新程。漳州市医院创办于
1888年，至今已有135年历史，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
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公立医院，担负着漳州地区 500多万常住人
口疑难和急危重症的救治任务。漳州市医院将以总部院区投入
使用为契机，全力建设标杆性区域医疗中心，辐射带动闽西南等
周边地区，实现从“百年老院”到“百年强院”的新跨越，为健康漳
州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漳州市医院总部院区导诊台护士引导病人就诊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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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健康健康周刊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健康，是生活的追求。

健康，是所有人的共同心愿。
夏木成荫,万物丰茂。经过多方努力，在生命

热烈绽放的盛夏时节，《闽南日报·健康周刊》终
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本刊由漳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和闽南日报社联办，漳州市医院、漳州市中
医院、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漳州市中心血

站等单位协办。初心为民，健康与共。让健康理念
真正深入人心是《闽南日报·健康周刊》的不懈追
求。本刊将及时宣传党和政府的卫生健康工作方
针政策，聚焦我市医疗卫生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的
新动态与新气象，并在广大读者与健康专家之间
架起沟通互动桥梁，为大家提供权威、实用的健
康服务指南，为漳州现代化滨海城市建设注入健

康力量。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将根据广大读者的需

求，对周刊栏目的设置进行动态调整和完善，希
望使其越来越符合您的心意。在此，《闽南日报·
健康周刊》感谢广大读者的关注与支持。四季轮
换,皆有美景。本刊愿与您携手前行，共创美好健
康生活。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日前，在全
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效果评价考核中，漳州市位列全省
前三。成效的取得，得益于漳州市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贯
穿至公立医院改革发展方方面面，强化医疗、医保、医药

“三医”协同发展，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
为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衡量公立医院发展质量高不高，关键看群众满意
不满意。漳州市卫健委坚持把维护群众健康利益作为推
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打造一
批高水平的公立医院，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
服务，让卫生健康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漳州市卫健
委党组书记、主任黄镇平表示。

“在漳州就能得到中国顶级的北京专家诊治，再也
不用跑远路了。”日前，患者曾先生在漳州市中医院高兴
地说。漳州患者获得国内一流的诊疗服务，背后是漳州
市积极“高位嫁接”国内高水平医院，促进提升高端医疗
服务水平，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5月27日，漳州市医院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签署闽
粤出生缺陷防治与产前诊断技术合作协议，启动专科联
盟，带动提升我市出生缺陷防治水平。

6月 16日，漳州市中医院与“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
医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
一系列重大合作协议的落地，最根本的意义在于医

学高端人才的引进。“人才兴则事业兴”这句话同样适用
于医疗领域的高水平。

近年来，漳州市以“万才聚漳”行动计划为契机，创
新多种引进方式，吸引高层次医疗人才“加盟”，紧抓学
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

知名专家常态化“驻守”，“良医”不断到来，漳州医

疗“创双高”步伐不断加快。全市三级医院从3家扩增到
10家，共建成2个院士工作站，96个国家级、省级名医工
作室。完成 3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积极开展
60个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工作，其中 1个国家级、12个省
级、40个市级和 7个福建省县级医院临床重点专科。漳
州市医院列入罕见病协作网医院。

优质的医疗资源“引进来”了，更要“沉下去”。
多年来，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是卫健领域的一

块短板。在九龙江一江两岸，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九龙
江以北的老城区，九龙江以南则相对匮乏。

为推动全市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漳州市医院总
部院区在九龙江南岸应运而生，是漳州有史以来最大的
单体医院院区，投入资金、建设规模均居漳州市级公立
医院之首。

“漳州市医院构建‘一院多区’协同发展的格局，提升
整体医疗服务水平，是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施
路径。漳州市医院总部院区则是漳州市医院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载体。”漳州市医院党委书记郭永林表示。

漳州市中医院新院区项目、第四医院扩建项目，市
皮防院新院区项目、云霄县县医院整体迁建项目、平和
县医院迁建项目……这些卫生重点项目的推进，就是
漳州市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的最好见证。近
两年来，漳州市共谋划实施项目 41 个，预计总投资
222.95亿元。

“医院不仅要追求自身发展，更要助力区域医疗的
整体提升。”黄镇平表示，二级、三级公立医院要从“自
身强”到带动“基层强”“区域强”。近年来，漳州市以建
设医联体、医共体为载体，建立优质医疗资源梯级下沉
共享机制，推动一大批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县区，甚至
到卫生院。

不久前，一位老人突发急性胆囊炎，心跳骤停，被送
到诏安县总医院。成功为他抢救的是漳州市医院的派驻
专家。漳州市医院托管诏安县总医院、市第五医院，并与
平和县医院等10家县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
医联体。第909医院与漳浦县医院等24家单位共建军地
紧密型医联体。

“目前，我院已和芗城区、龙文区、龙海区、平和县、常
山开发区的26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签订对口帮扶协议，
与诏安县中医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推动优质中医医
疗资源下沉。”漳州市中医院党委书记张维波说。

不仅如此，漳州市卫健委还力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的全覆盖。

医共体牵头医院（总医院）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
县域消毒供应、心电诊断、临床检验、医学影像、病理检
验和远程会诊等“六大中心”向基层辐射，实现县域医
疗资源共享，逐步建立“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模式。全
市 9个医共体任务县全部达到国家医共体建设评判标
准，充分发挥县域医共体龙头作用的漳浦县医院被确
定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省级示范点建设单位。

公立医院实行高质量发展，必然带来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来，保持正常呼吸。”在 67岁的温老汉家中，南靖
县家庭医生正在为他免费健康体检和随访，更新居民健
康档案。

这是漳州市卫健委强化医防融合新机制，积极引导
二级以上医院医师加入基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的
一个缩影。南靖县总医院选派 50名医疗骨干充实到基
层分院家庭医生签约团队，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
力和质量，促进疾病早发现、早治疗，逐步形成防、治、管
紧密健康服务链条。截至 5月底，全市重点人群签约率
76.93%。

嫁接5G技术，打造“上车即入院”急救模式。某位68
岁的脑卒中患者到达漳州市医院至完成静脉溶栓仅用
时14分钟，94分钟后成功取栓，术后病人肢体行动和语
言功能恢复良好。其中的关键是，启用“5G+智慧急救平
台”，将挂号、缴费、开单、执行医嘱等院内手续办理和静
脉打通、采血、心电图、彩超等医嘱的执行提前在急救车
上完成，节省约20分钟的救治时间。

这是漳州打造数字健康服务新模式的又一成功探
索。漳州市卫健委、漳州市医院充分运用5G和人工智能
技术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持续探索建设脑卒中智慧
急救模式，平均每年救助急诊取栓卒中患者500余人，数
量位居全国第一；良好预后率达60%，位于全国前列。

绩效考核引领公立医院向高质量发展方向迈进。漳
州市将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目标融入公立医院主要领
导年度绩效考核，从运行管理体系、医疗技术、服务模
式、考核评价等方面，引导公立医院进一步做优做强，为
群众提供更高质量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 杨婉真 通讯员 吴 超 杨生勇

争当健康“守门人”让群众更有“医”靠
——漳州公立医院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市中医院骨科手术机器人显“神威”
患者术后下地行走时间从三个月缩短为三天

致
读
者

向上联到“顶”
力促医疗质量提档升级

王庆敏医生骨科团队运用骨科手术机器人精
准定位、放置钢钉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向下沉到“底”
力促医疗资源扩容均衡

横向放活力
力促医疗服务模式创新

7月 19日，在漳州市中医院骨科手术室内，副主
任医师王庆敏骨科团队正根据手术方案为病人制定
置钉路径规划。

当天的患者是一位因采摘荔枝从高处摔下导致
腰3椎体压缩性骨折的中年女性。若采用保守治疗，她
需要绝对卧床8-10周，至少3个月后才能下地行走。

“有了我们这位‘同事’的辅助，她术后三天就能
下地行走了。”王庆敏介绍。

这位神通广大的“同事”并不是人类。拥有全球

领先技术水平的它是漳州市第一台“天玑”骨科手
术机器人，目前全球唯一一款骨全科机器人。

当天下午 4：15，在骨科手术机器人精准导航辅
助下，医生顺利完成经皮腰 2-腰 4椎弓根钉复位内
固定术。与传统手术相比，此次手术的创伤小、出血
少，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缩短患者住院时间；术
中出血不到50ml，原本需要1-1.5小时才能完成的手
术，现在只需要40分钟。

“再熟练的脊柱外科医生也不能做到百分百准
确椎弓根置钉，在骨科手术机器人的导航下，我们
能做到精准定位、‘指哪打哪’，精度达到 0.04 毫
米。”王庆敏医生说，这能消除医生徒手操作过程中
因手臂生理抖动、疲劳等因素引起的偏差，保障了
手术的微创、精准、安全。

目前，在骨科手术机器人的辅助下，市中医院已
经开展了脊柱骨折脱位、脊柱肿瘤，脊柱退变性疾病：
颈椎病、胸椎黄韧带骨化症、腰椎滑脱症、腰椎管狭窄
症、腰椎间盘突出症，肩袖损伤、膝关节韧带重建以及
骨盆骨折等多种骨科手术，造福了近300位病人。

近年来，市中医院骨伤科作为省内骨伤专业
唯一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一直致力于推进骨
科诊疗精准化、微创化、智能化 。同时 ，通过引
进高端人才及团队进行技术交流与指导，带动学
科建设。
☉本报记者 林昕蓉

通 讯 员 苏惠红

漳州市卫健委公众号

本报讯（记者 林昕蓉 通讯员 傅小彬）今年来，漳州
市疾控中心按照国家卫生城市复审迎检工作要求，坚持
预防为主，认真做好慢性病防控、儿童疫苗接种、健康教
育宣传等工作，进一步巩固群众健康基础。

“我们以创建慢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为契机，在辖区内
积极推进健康社区、健康食堂等重点场所建设。”漳州市
疾控中心主任林丽琴说，此举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群众健康
教育认知水平，扩大健康教育社会覆盖面。今年上半年，市
区（5个区）共建设健康社区77家、健康食堂（餐厅）21家、健
康主题公园（步道）28个。

在儿童疫苗接种方面，市疾控中心按照免疫规划和预
防接种工作要求，积极开展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建立全体免

疫屏障。上半年共制定下发预防接种文件8份，组织预防接
种督导指导11次。目前，市区（5个区）居住满3个月以上的
适龄儿童建卡、建证率均≥95%，卡介苗、乙肝、百白破等国
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均达到90%以上（其中含麻疫苗、脊
灰疫苗接种率≥95%）。

此外，市疾控中心还强化“三减三健”等慢性病防控
措施，结合“全国碘缺乏病宣传日”“全国高血压宣传日”

“联合国糖尿病日”等主题活动日，针对青少年儿童、老年
人等重点人群，开展“三减三健”、戒烟限酒和心理健康专
项行动。上半年，全市共开展各类宣讲活动 300多场次，
建设健康支持环境582个，有效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水平。

市疾控中心:

强化疾病预防
巩固健康基础

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闽南日报社 联办
漳州市医院 漳州市中医院 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漳州市中心血站 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