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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30日一大早，来
自商丘的王女士刚下火车，就风
尘仆仆地来到郑州西区中医院
看病。走进医院名医堂，直接来
到“就诊导医台”，没有排队、不
用等待，王女士顺利挂上了之前
在网上预约过的全国名老中医
毛德西的专家号。

河南省中医院的知名专家
享誉已久，每天都有众多像王女
士一样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
患者。如今西区中医院的名医
堂门诊大厅敞亮、有序。

郑州西区中医院的故事，也
是郑州高新区的故事。近年来，
郑州高新区的优质医疗资源逐步
扩大放量，从 2019年，高新区仅
有 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展
到各类医院 14家的规模，“看病
难”的问题正在日益得到缓解。

郑州西区中医院名医堂位
于医院门诊楼 3层西南角，全国
名老中医毛德西教授，即使两鬓
斑白，依然用自己的行动创造着
“传奇”。还有陈安民、王禄、李
全忠、牛喜伟、王育勤、马照寰等
一批知名专家教授，这些河南省
乃至全国各医疗学科的领军人
物会定时到郑州西区中医院坐
诊，名医在这里也真正成了百姓
的名医。

从2019年开始，郑州西区中
医院推出“病人不跑专家跑”的医
疗新模式，在医院设立“名医堂”，
病人不用出区就可以享受到高质
量的医疗服务，实现了患者、专
家、医院、社会的多方共赢。

医院是承载无数人希望的
游轮，医生是这艘游轮的燃料，
患者是支撑这艘游轮一直向前
的动力，专家之所以为专家，不
仅医术高超，医德也是患者心中
的良药。曾有一次，李全忠教授
正在查房，走廊一个十五六岁的
小伙子，跪倒在其面前叩头。搀
起他后经叙述才明白是2年前治
疗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患者，
因父母受医托欺骗，花光了带来
的钱，病情却迅速加重，辗转慕
名就诊。母亲回家筹钱，父亲怀
抱奄奄一息的患者到医院，交了
住院费后连吃饭钱也没有，李全
忠教授和同事们一边治疗，一边
每天帮他们买饭，直到十多天后

痊愈出院。父母告诉他，是李全
忠教授救了他的命。

“我是郑大夫的老病人了，
过去附近没有大医院、名专家，看
病需要‘跋山涉水’到中心城区。
西区中医院过来以后，不仅家门
口有了大医院，给我看病多年的
专家也被引进了，而且收费还是
以区级标准，降低了我看病的负
担。”李先生说，对于他这样的慢
性病患者来说，这太方便了。

李先生家住西溪花园小区，
由于患有肾病，需要定期到西区
中医院血液透析中心透析。郑
斌博士是西区中医院专门引进
的医生，早在 2019年，她就在连
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南院区
大内科担任主任，在慢性肾脏病
管理防治方面颇有建树。

“自 4月 1日起，对来医院做
透析的病人全部免费接送。”3月
27日，在高新区社会事业局组织
的“家门口的好医院”座谈会上，
郑州西区中医院王永汉的发言
再次诠释了“每一个小群体都不
应该被放弃”的仁医大爱。据了
解，目前在郑州西区中医院血液
透析中心做透析的患者还不足
40人，大部分家庭都因为家中有
病人，而经济状况不佳。

“太好了！”听闻这一好消息，
患者家属范女士激动得流下了眼
泪，一个多月来的辛酸与委屈在
那一刻得到了释放。范女士的父
亲范大爷每周一、三、五上午要到
医院做透析，每次4小时。范女士
每次都要 8点钟前把父亲送到医
院，12点再去医院接父亲回家，不
仅自己上不成班，还不能送小儿子
上学。父亲心疼她，便提出自己骑
三轮车去医院。范女士心疼地说：
“70多岁的老父亲，脖子后面还插
着那么粗的瘘管。早晨那么冷。
生病了身体也很虚弱，我怎么忍心
让他骑车去呢！”家门口就能优质
就医让范女士更方便更安心。

郑州西区中医院仅是高新
区“家门口的好医院”建设的一
个缩影。一段时间以来，关于
“什么是‘家门口的好医院’”的
大讨论正在高新区医疗、医政、
医院圈广泛展开。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方宝岭 文/图

“各强其强，强强联合”

高新区着力建设“家门口的好医院”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
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2022年 3月，郑州大学在读博士
郑斌入职郑州西区中医院血液
透析中心。早在 2019年就已经
是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东南
院区大内科主任的她，在慢性肾
脏病管理防治方面颇有建树。
“病从口入，糖肾病人就是吃出
来！”“肾病中末期怎么吃？”“吃
对了，透析效果好。”她研究的课
题与吃紧密相连。

郑州市人民医院影像技师
姜红艳刚一退休就被郑州西区
中医院请了进来。“看片子那叫
一个准，几十年前的老病灶都逃
不过她的慧眼。”在郑州西区中

医院负一楼超声室门外的走廊
里排满了等她做彩超的患者。

除了把医疗人才引进来，高
新区还在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
设方面持续发力。始终把公共
卫生人才队伍稳定和提升当作
重点工作来抓，按照国家卫健
委印发《卫生健康系统贯彻落
实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党的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若干要
求》，积极推动落实“两个允许”
政策“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
现行事业单位工资调控水平，
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
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
于人员奖励”，进一步提高基层
医务人员工资待遇，缩小基层

医务人员与当地县（区）级公立
医院绩效工资水平，努力实现
编制内外同工同酬。畅通职工
晋升渠道，实行卫生院院长、副
院长公开选聘机制，让真正优
秀、职工满意的基层卫生人才
能够站出来，进一步提升广大
医护、职工的归属感、幸福感和
获得感。

截至目前，高新区卫生人才
队伍共有高级职称 213人，中级
职称 578人，初级职称 895人；公
共卫生人员队伍近 300人，全区
医疗卫生服务人员 3300余人。
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招
人难、难留人”问题得到了有效
缓解。

“看病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把病看好”是许多患者的心声。民之所向，素履以
往。“作为高新‘民生大管家’，近年来，社会事业局从细微处发力，重点瞄准基层卫生服务
能力提升，因地制宜打造弹性大、韧性强、覆盖广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以强大的基层医疗
服务能力击破资源不足困局，全力打造‘家门口的好医院’。”高新区社会事业局党委书记、
局长田鸿鹏表示。

3月27日，在高新区社会事业局组织的“家门口的好医院”座谈会上，14家医疗机构
的代表就医疗特色及医院发展现状进行了发言。“有一种幸福叫被家庭医生管着”“不多
花钱就能把病看好”“让数据多跑路，家属患者少跑路”“从疾病管理向健康管理转
变”……各家医院掌门人的发言，渐渐勾勒出高新区各级医疗机构“各强其强，强强联合”
的新时代画卷。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方宝岭 李炎 文/图

做强基层医疗服务体系，持续引进优质医疗资源
大病到医院、小病在基层，

康复回社区。2019年以前，高新
区仅有 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分别是沟赵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石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科
学大道卫生服务中心和枫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2019年梧桐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2年双
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后投
用。目前，沟赵天健湖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枫杨翰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即将开业投用，由
政府主办的石佛医养结合服务
中心正在建设中。

高新区除双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投用不足 1年，不能申报

参评外，其余 5家机构已全部达
到了“优质服务基层行”基本标
准，并对照新标准开始了更进一
步的能力提升。

当天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郑
州市中心医院高新区院区、郑州
西区中医院、郑州誉美医院、郑
州友好肝胆医院、郑州卓美眼耳
喉医院、郑州管州中医院。

高新区现有基层卫生服务
能力已经得到了全面提升，正在
优质医疗资源引进方面加紧发
力。据了解，目前上海中医药大
学附属龙华医院河南医院建设
项目（国家级第二批区域医疗中
心）已开工建设，国内一流的高

水平中医(肿瘤)临床诊疗中心、
高层次的医疗人才培养基地和
高水准的科研创新与转化平台
落地高新区指日可待。郑州市
中心医院高新医院（一期）项目
建设正在积极推进，建成后将有
效整合高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
优质综合性医院布局将更加丰
富；石佛医养结合中心项目 2023
年拟投入使用，医疗、养老相结
合的创新型服务模式即将实现；
郑州中西医康复医院已于 2022
年 2月举行开工仪式，医院建成
后将壮大高新区医疗健康产业，
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
元化的健康需求。

畅通职工晋升通道，努力实现编制内外同工同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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