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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炎陵这一经典案
例，近年来市中心医院与我
市各县市区企业、学校、社区
打造医共体，与不同区域、不
同 性 质 的 医 院 建 设 专 科 联
盟，建成全国首批互联网医
院，为百姓提供更便捷、更高
效、更具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株洲是国家医改试点
城市，作为区域医疗龙头，市
中心医院在医联体建设方面
需要起到带动示范的作用。”
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李文灿介
绍，通过多种渠道、举措，探
索多种形式的医联体。

据介绍，近年来，该院帮
助全市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培养家庭医生；以嵩山社
区 为 试 点 进 行 社 区 深 度 合
作，将义诊服务活动从 1家街
道延伸至 14 家；与湖南汽车
工程学院、湖南有色金属职
院医务室开展合作；与中车
株洲等企业做好就医服务。

与社会资本医院合作方
面，与佳满康复医院的合作
不断深入。因为设备、技术等
问题，佳满康复医院某些检

查不具能力，在此住院的患
者来市中心医院完成相关检
查后，还需专程来院打印检
查结果。去年起，病人不需要
这样折腾了，随着双方医联
体的创建，佳满康复医院与
市 中 心 医 院 实 现 了 网 上 连
通，病人在佳满康复医院就
可打印自己的检查结果。深
入合作的还有外资开办的汇
加肿瘤医院等等。

“我们希望通过与区域
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乡镇医
院组成一个医疗联合体，探
索在构建分级医疗、急慢分
治、双向转诊等模式上，探索
分工协作，合理利用资源，破
解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李
文灿说。

民生路上没有终点。期
待 株 洲 医 疗 出 现 更 多“ 炎
陵”、“嵩山社区”、“佳满康复
医院”，在全市龙头医疗机构
的带领下，实现地区医疗水
平的整体提升和医疗资源的
逐渐平衡，确保株洲百姓在
家门口看好病，提升全体株
洲人的幸福感、获得感。

认认真真做防护，平平安安过新年！

任何一个地域，医疗资源分配都不均
匀，如果每一个人生病了都往三级医院里
挤，就会造成医疗的“拥堵”，也必然导致
群众看病难等问题。

为解决这一难题，2017 年我国启动
了医联体建设探索，希望通过区域内的三
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乡镇医院
组成一个医疗联合体，在构建分级医疗、
急慢分治、双向转诊等模式上，探索分工
协作，合理利用资源，将原本聚集在城市
的医疗资源不断下沉，最终解决百姓特别
是“老少边穷”之地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作为我市医疗龙头，株洲市中心医院
深知自己的使命，从 2017年起就开始牵
手炎陵、茶陵革命老区，并逐步探索对我
市乡镇医疗、社区医疗、社会医疗、外资医
疗等不同区域、不同性质的基层医疗机构
进行帮扶和合作，为医联体在株洲的发展
贡献力量。市中心医院院长蔡安烈表示，
他们希望以此发挥三甲医院的专业技术
优势及带头作用，加强基层医疗机构能力
建设，促进整个地区医疗水平的提升和医
疗资源的平衡，最终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实现老百姓满意、政府满意的目标。

本期健康周刊带读者走进炎陵，为您
一探近年来炎陵医疗发生的巨大变化。窥
一斑可见全豹，炎陵之变亦体现了市中心
医院“医联体”工作的探索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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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陵是我市革命老区，也是离株洲城区最
偏远的一个县。曾经这里因为缺医少药，老百姓
哪怕是得了很普通的常见病，都不得不跑到市
里治疗或者是做手术。但如今，不出炎陵，老百
姓就能享受“有病家门口就医——疑难杂症远
程会诊——重症向上转诊——病情好转向下转
诊”的医疗服务。

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该县与市中心
医院紧密的医联体建设。

时间来到 2022 年，市中心医院牵手炎陵已
走进第六个年头。2020年 12月，市中心医院和炎
陵县政府启动第二轮医疗合作，在总结了前 4年
经验的基础上，市中心医院院长蔡安烈对该院
与炎陵的合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让患者‘足

不出县’就能看好病是我们的目标”。
只有真正破解基层缺医少药、医疗资源匮

乏等根本问题，这一目标才能实现。“第二轮
合作，我们需要有的放矢，结合炎陵医疗存在
的具体问题，继续探索有效、精准、深入、全
面的合作。”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李文灿这样告
诉笔者。

市中心医院副院长、炎陵籍肝胆外科知名
专家唐才喜成为该院与炎陵共建医联体工作的
总指挥。作为炎陵人，他太清楚家乡医疗存在的
问题，以及老乡们内心的期盼，在他的统筹安排
下，市中心医院带着技术、专家不断下沉，同时
推动炎陵医疗机构、医疗人才迅速成长。炎陵医
疗发生着一场深刻巨变。

2021年 12月 31日，周五，刚刚告别一场暴雪
的株洲人家家户户团聚，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

在唐才喜的带领下，株洲市中心医院的 12
位专家教授告别了家人，驱车赶往炎陵。

每月的第一个周末，是专家们到炎陵坐诊、
查房、手术，以及一对一带学生的日子。提前一
天上路，是因为专家们计划到县里摆个“健康市
场”，为县里一些完成体检的民众答疑解惑。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老区人民的健康意识
也提升了，不少人选择在年底上医院做个体检。

“定期体检是为了及早发现健康问题，以便有针
对性地改变不良的行为习惯，减少健康危险因
素。”唐才喜为老乡们高兴，但担心他们“做了检
查，却没抓住最佳时机采取措施，体检，也就没有
意义了。”

这个“健康市场”应运而生。当天，包括肝胆
外科、妇科、脊柱外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
科、神经内科、代谢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影像
科等在内的 12名市中心医院的专家、教授，和炎
陵县近百余民众面对面交流，详细解读他们的体
检报告，并提供个体化的健康咨询及后期指导。

一位接受咨询的炎陵老乡们称赞，“现在，

我们老百姓流传‘周三忙赶市场集，周末忙赶健
康集’这个说法，大家都知道月初的那个周末，
市里的专家会来炎陵，大家都排着队等着。”之
前，他的父亲曾因患复杂胆结石需要割肝脏，他
到市里到处找人，后来才知道不用大老远跑到市
里来，到炎陵医院住院一样能约到市中心医院的
专家手术。

这么多年了，无论刮风下雨，过年过节，市中
心医院的专家、教授从不缺席。倒是炎陵的同志
有些不好意思。有人说，过年过节的，谁不希望
和家人团聚，偶尔换个时间来，老百姓也能理
解。但唐才喜这样回复，“时间切莫随意变化。
这么多年了，老百姓都习惯了，换了时间，不免会
让有些老乡看病扑个空。我们的宗旨是医生跑，
技术跑，病人不用跑。只有这样，老百姓就医才
不折腾。”

如今，炎陵月初周末的“健康集市”越来越有
名气，甚至还传到了隔壁江西省的井冈山市。
2021 年开始，市中心医院的专家们在炎陵还接
待了不少慕名前来的江西患者。

截至目前，市中心医院专家在炎陵完成门诊
8263人次、手术 484台次。

仅仅承担“输血”的职责是不够的，要把病人
留在县里，市中心医院还要帮助炎陵县实现“造
血”的功能。

“对患者来说，市中心医院下来的是医生、是
专家，但对于炎陵医疗界来说，他们是成熟的医
疗机构管理者，是各个医学学科经验丰富的老
师。”炎陵卫健系统一工作人员表示。

宗成伟是炎陵县人民医院普外科的一名年
轻医生。这些年他跟随唐才喜等专家学习，陪他
们坐诊，同他们查房，看他们手术。2019 年到
2020 年，他被医院免费派送到市中心医院接受
为期一年多的跟班学习。这些经历，让这位年轻
人得以迅速成长。

由于种种原因，炎陵医院引进人才很难。不
要说 985、211，不要说硕士、博士，就是引进本科
生都很难。因为医生数量少，炎陵的医生也根本
没时间外出参加学术类会议。“医学发展日新月
异，但我们的很多观念和做法都还是几十年前的
东西。”宗成伟说。

宗成伟介绍，市中心医院的教授们到来之
后，他们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很多最新、最前沿的
医学理念。比如快速康复。“按照老观念，我们科
室的所有病人术后都必须通气后才能进食，但事
实上一些手术，比如阑尾切除等，更适用‘快速康

复’的理念，早进食、早下床、早活动、早恢复。”他
说。

全县临床学科明显提升。不久前，炎陵县人
民医院 B超科医生在为一病人进行 B超检查时，
在片子里发现没有胚囊和胎心胎芽，怀疑是葡萄
胎，但不敢确认，于是通过视频及时向市中心医
院心血管科 B超组组长张怡波请教。张怡波很快
确定其为葡萄胎，并告知测量葡萄胎的新标准、
新方法。近年，根据炎陵“点单”需要，市中心医院
对该县妇产科、肝胆外科、神经内科、心内科、骨
外科、影像科等 13 个学科进行指导、帮扶。有了
三甲医院的帮扶，基层学科诊断更有底气，20多
个新项目、新技术诸如股骨头置换术、脑出血显
微镜下清除术、四维彩超等，在炎陵一一开展。

在医院管理、顶层设计上，市中心医院的专
家们也开出了“处方单”。“炎陵不大，医疗设备、
人才、技术等资源有限，这个医院做什么，那个医
院也做什么，很容易导致恶性竞争以及医疗资源
的浪费。县人民医院、中医院以及大一些的乡镇
卫生院，如果大家发展各有侧重，各有分工，就能
更有效地利用资金和资源，造福当地百姓。”唐才
喜介绍，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论证，可以预见的
是，未来，炎陵医疗还将有更加科学、合理，老百
姓将享受到更加美好、健康的幸福生活。

日前，在中心医院肾内
科住院的刘大姐转回炎陵接
受后续治疗。一个月前，身患
肾衰竭的她来到市里就医，
因为床位紧张没办成入院手
续。得知炎陵县人民医院是
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单位，可
向上级医院转诊后，她通过
医联体转诊便捷通道得以入
院。经过 1 个月的治疗，病情
得到了有效控制，她顺利转
回到县里接受恢复治疗。

更让她高兴的是，按新
农合双向转诊取消二次起付
线的规定，她医疗报销比例
参照县级医院政策执行，扣

除报销部分，刘大姐个人只
需支付 3000余元。

随着炎陵医联体的不断
深入，“有病家门口就医——
疑难杂症远程会诊——重症
向上转诊——病情好转向下
转诊”，这一更加便民、惠民
的基层就医新模式得以在此
形成。

以 炎 陵 县 人 民 医 院 为
例。去年，炎陵县人民医院实
现门诊 129310 人次，同比增
长 5%；该院累计向市中心医
院上转危重症患者 262人，市
中心医院向该院下转恢复期
病人 112人。

创新之变：
龙头带动示范，实现地区医疗整体提升

模式之变：
打通上下壁垒，建成便民、惠民就医新模式

现象之变：三甲医院“搬”下来，百姓就医不折腾

医疗之变：把脉医院管理，培育医疗人才

每月第一个周末，市中心医院的专家们带着技术、医疗资源“下
沉”，而他们也会定期讨论在基层遇到的问题、总结的经验。

李文灿问诊。

市中心医院专家赴炎陵为基层患者做手术。

唐才喜到炎陵坐诊。

市中心医院探索医联体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