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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高亚文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28日，由山东大学附

属生殖医院等发起的我省首个生殖健康公益
基金“向日葵生殖健康公益基金”启动仪式
在济南举行。

据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院长马金龙介
绍，“山东省向日葵生殖健康公益基金会”
将致力于援助人类生殖健康、优生优育知识
的普及、推广和健康普查，鼓励、奖励为生
殖健康疾病研究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
单位，并针对贫困和出生缺陷困难家庭提供
医疗救助服务。将以“缔造生命，创新未
来，让天下所有的家庭幸福美满”为宗旨，
应对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和不孕不育人群的

日益增多，帮助经济困难的不孕不育夫妇实
现为人父母的梦想。指导育龄夫妇的优生优
育，为生殖健康保驾护航，促进全社会生殖
健康的全面发展，促进优生优育，减少出生
缺陷，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增进家庭
和谐与社会稳定。

近20年来，我国育龄人口中，不孕不育
的平均发病率从3%已经飙升到12%，个别地
区甚至达到了15%；山东省拥有不孕不育症
的发病人数约有1300万，并且这个数字每年
还在以数十万的速度递增。截至2016年，我
国的不孕不育患者已经超过了4000万。

基金会将在2017年发起“一枚爱卵”和
“让罕见病更罕见”两大公益主题活动。

“一枚爱卵”公益项目，将资助因高龄失
独、卵巢早衰等原因，致使部分女性无法拥
有孩子的夫妇，通过人类辅助生殖治疗手
段，延续大龄女性做妈妈的梦想，贡献一枚
爱卵，让爱点燃生的希望。

“让罕见病更罕见”公益项目，将为曾
经生育“罕见病”孩子以及自身携带严重异
常基因，欲生育的低保家庭，提供预防、提早
诊断婴儿畸形、产前筛查等服务。目前，全国
的出生缺陷率高达4%到6%，生育的100个孩
子，先天缺陷的就有5个；2008年全国先天畸
形儿出生率每年在100万左右，至今仍呈增
长态势。漫长的治疗周期，高额的治疗费
用，对孩子、对家庭都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王凤华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7日，首届山东省医院协会医务社

会工作暨志愿服务工作专业委员会第二次年会暨国家级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医疗卫生领域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
践”学习班在济南召开，并为20名“首届山东省优秀医务
社会工作者”颁奖。

此次评选由山东省医院协会医务社会工作暨志愿服
务工作专业委员会面向全省医疗机构组织推荐选拔，以
表彰在医院志愿服务、医疗救助、特殊病人帮扶等工作
中有突出贡献和较大影响力的人员。经各医疗机构和社
会组织推荐、专家评审、协会审核等程序，最终青岛大
学附属医院牛珉等入围。

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就“生老病死中的人文关
怀”进行了专题讲座，来自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青海民
族大学，以及省内各医疗机构、社会组织与高校的专家
学者参会，并做经验分享。

□通讯员 许锐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24日，山东省疼痛研究会颈肩腰腿

痛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山东省疼痛专科互联网医院（筹
备）合作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山东省职业病医院疼痛科
主任宋广德当选山东省疼痛研究会颈肩腰腿痛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

山东省疼痛研究会颈肩腰腿痛专业委员会将致力于推
动这一领域医学人才的成长和提高，加快专业学科的整体
发展。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教授吴承远等业界知名专家学
者，与来自全省各市、县、区医院的同仁面对面交流，开
阔知识眼界、碰撞智慧火花，达到彼此促进、共同提高临
床诊疗水平。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在全世界范围内颈肩腰腿痛已经
成为发病率最高的职业性疾病，大约有75%至85%的人在
一生中或多或少会经受颈肩腰腿痛的折磨。因此通过加强
颈肩腰腿痛专科建设，促进新理念新技术的普及和推广来
解除病人的疼痛疾苦显得十分迫切。

我省首个生殖健康公益基金启动

有病治疗，未病先防。近年来，随着“治未病”理念的普及和深入，“冬病夏治”、“冬病冬治”等传统中医疗法受到到居民的普遍欢
迎。图为12月21日，冬至，诸城中医医院儿科主任卞程磊正在给儿童贴敷“三九贴”。

据介绍，“三九贴”含有辛散温通的中药，在特定穴位进行贴敷，通过药物对穴位的温热刺激，温煦肺经阳气，驱散内内伏寒邪，以达到
温经散寒、疏通经络、清宣肺气、化痰平喘的目的。

□王伟 王凯 报道

山东省立医院MDT门诊根据病情“打包”专家

疑难病诊疗进入“个体化”时代

开辟捷径 优化流程 引入“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山大二院畅通生命急救通道

首届全省

优秀医务社会工作者评出

□马庆林 孟聪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应新疆喀什麦盖提县人民医院

邀请，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脊柱外科医生远赴
新疆，成功为一名脊柱骨折的患者实施手术。

山东大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接到山东省卫生对口
帮扶医院——— 新疆喀什麦盖提县人民医院技术支援请
求，一位脊柱爆裂骨折并有椎管填塞的病人需微创手
术，龚维明主任医师、宋宏亮副主任医师立即赶赴新疆
进行医疗支援，一行人深夜赶到麦盖提县医院，第二天
一早即为病人进行手术，采用经椎旁多裂肌间隙，有效
保护椎旁肌和椎板附件等张力带结构，且出血少，恢复
快，受到喀什麦盖提县医院骨科医师的一致好评，患者
家属也对手术效果非常满意。

山东医师
远赴新疆做微创手术

省疼痛研究会颈肩腰腿痛
专业委员会成立

省职防院挂牌
中国煤矿尘肺病
防治基金会定点医院

□通讯员 许锐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21日，山东省职业病

防治院入选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定点
医院和科研基地挂牌仪式在济南举行。

据介绍，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将
对经济贫困尘肺病患者提供经济援助，并根
据家庭经济条件确定资助数额，同时，基金
会还将根据全国各定点医院的临床情况筛选
确定有关煤矿尘肺病防治相关科研攻关项
目，并为项目提供经济援助，并将基金会资
助的疑难危重尘肺病例优先安排到定点医院
治疗。

接诊患者851人次

220名乡医参加轮训

张店医联体惠及医患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孙颖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记者从淄博市张店区卫计

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区大力推进医联体建
设，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截至目前，医联体
内核心医院接诊患者851人次，220名乡医参
加镇卫生院轮训，惠及医患。

张店区级医院与辖区内企业医院通过托
管、整体接管等方式组建医疗联合体。其
中，区中医院整体接管四八一厂职工医院；
托管山东金岭铁矿医院，构建杏林养护院，
实施“医、养、护”全程服务；区人民医院
托管山东大成农药股份有限公司医院。

医联体体系初步建成后，区级医院与基
层医疗机构纵向的资源流动被打通。通过开
展名医坐诊基层，名医培养基层，名医服务基
层等政策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和普通门诊下
沉。目前，医联体内核心医院组织学术讲座10
次，业务培训1261人次，从镇卫生院选拔12名
人员到医联体上级医院参加轮训，220名乡村
医生参加镇卫生院轮训。

医联体构建的双向转诊模式让张店区患
者得到了实惠。今年，医联体内核心医院共
向基层派出医生16人，接诊患者851人次，开
展手术3例。基层医疗机构转送病人53人
次，牵头医院下转24人次，患者“小病进社
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格局
正在形成。

李沧打造中医药特色示范区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约30厘米的葫芦下方去掉底部，利用钢

钉固定三条艾条，点燃之后置于患者的腰部，利用棉絮
隔热。葫芦顶部开小口，艾条燃烧产生的烟腾腾升起。
这种葫芦灸疗法，具有温经散寒、调和气血、疏通经
络、平衡机能、提高人体抵抗力等作用。除此之外，青
岛市李沧区沧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蜂毒疗法、
穴位埋线等多种中医治疗技术。

在这背后，是李沧区大力推广中医药文化，提高医
疗服务水平的不断努力。近些年，李沧区成为“异地来
青置业集聚之地”，新市民家庭及老城老龄化人口群
体，往往收入不高，而中医药具有“简、便、廉、验”
的特点，在社区较易推广。经过长期有效的工作，现在
李沧区已成为山东省“中医药特色示范区”。

在中医特色服务基础上，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积
极推广社区中医药适宜技术。通过大力发展传统中医特
色疗法，挖掘和改良中医新技术、新疗法，将这些特色
疗法在免费公共卫生项目中大力推广，让传统中医药精
华疗法成为老百姓日常预防、保健养生的有效手段。

省医师协会
远程医疗分会成立

□边鹏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6日，山东省医师协会远程医疗分

会在济南成立。山东省立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卢宝彦
教授当选为主任委员，山东省远程医学中心主任、山东
省立医院远程医学中心主任张喜雨教授当选为常务副主
任委员。

成立大会上，解放军总医院周丹教授、北京中日友
好医院卢清君教授、山东省远程医学中心主任张喜雨教
授等数十位国内专家、学者进行学术讲座。会议还选出
全省及山东省远程医疗援助新疆、西藏、青海三地148名
委员。

□记者 李振 通讯员 李永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位专家的联合会诊圆

了我做妈妈的梦。”12月10日，37岁的孙宁
（化名）怀抱婴儿面露喜色。不用东奔西跑
多个科室，也不用四处托关系找专家，躺在
病床上就能享受到专家团队的个性化诊疗，
孙宁成功圆梦得益于山东省立医院的“一站
式”诊疗服务。

孙宁孕期超声检查发现胎儿多发畸形，
胎儿不仅心脏结构及大血管发育异常，十二
指肠也出现闭锁，保胎风险极大。跑了多个
医院，咨询了多个专业的医生，给孙宁的建
议都是放弃。最后她来到山东省立医院，首
诊医生直接启动了MDT程序。

“MDT又称多学科联合诊疗，能够让
疑难重症患者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佳的诊疗
方案。”山东省立医院门诊部主任刘静介
绍，以往，当患者病情比较复杂，或者疾病
涉及多个系统时，往往需要去不同科室，向
不同专业的医生寻找解决方案，不仅费力费
钱，还容易延误治疗时机。

围绕临床常见的疑难、复杂疾病，山东
省立医院建立了胎儿医学、高危妊娠、颅脑
肿瘤、胎儿心脏病等多学科会诊团队，为患
者“打包”提供疾病所涉专业的专家。
“MDT的优势在于能够聚合不同专业的专
家，实现优势互补，全面综合评估病情。”
刘静介绍。患者早一天确诊，早一天开始治
疗，就多一点早日康复的希望，减少一些后
续的治疗费用，MDT带给患者的不仅是成
本的节约，更是健康的希望。最终，来自产
科、小儿胃肠外科、心外科和新生儿科的4
位专家为孙宁量身打造了治疗方案。孙宁顺
利分娩，孩子术后根治了畸形，恢复健康。

据介绍，在门诊上就诊3次不能确诊的

患者将直接进入山东省立医院的MDT流
程。根据患者的病情，医院从会诊专家库中
统筹调配所需专家，目前，该院的MDT已
涉及产科、小儿心脏、超声科、影像科、神
经外科等30余个科室，会诊专家超过百人，
实现了疑难病诊疗的“一站式”精准诊疗。

“患者对高品质医疗服务的需求不断增
加，要求我们发现并破解患者的就诊痛点，
提高就医感受。”刘静表示。入院后难以找
到对症的专科、专家，绕弯路、花冤枉钱是
很多患者就医时遇到的困扰，而“一站式”
诊疗服务的提出正是着力破解这一痛点，为
患者精准匹配医生。

他们把“一站式”应用到医院的门诊设
置上。以前到医院看病，看到的都是神经内
科、两腺科等从医学角度划分的科室，很多
人两眼一抹黑——— 神经内科是看什么病的？
两腺科到底指的是哪两腺？患者只能凭职称
来选医生，凭经验选科室。有时一个科室无
法解决，还要再挂一次号，换另一个科。

山东省立医院打破科室划分，按病种整

合相关医生，开设了毛发门诊、记忆门诊、
美容整形门诊、减重与代谢病门诊等特色门
诊。患者“认门”容易了，更避免了一种疾
病多科室奔波的麻烦。

从患者需求出发，提升患者就诊体验。
近年来，山东省立医院通过整合资源、优化
流程打造“一站式”就诊服务，让患者直接
受益。原来分隔两地的妇产科遗传室、妇产
科超声统一安置到妇产科门诊区域，实现了
产前诊断“一站式”，减少了孕产妇奔波劳
累之苦；搬迁医保门规门诊，医保门规患者
就诊、审核、缴费实现了“一站式”，就医
时间由原来的2—3小时减少到半小时左右；
搬迁口腔医院，实现口腔诊疗“一站式”，
专业设置、诊疗设备、就诊环境等方面均较
以前有明显改善；针对中心院区患者数量持
续增加，厕所数量相对不足的问题，目前，
中心院区门诊大楼12间厕所正在进行整体改
造，蹲位数量从60个增加到100个，老旧狭窄
的下水管道全部更新，如厕排队、厕所异味
等问题将得到缓解。

□通讯员 张瑞雪 张 静
记 者 李 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救护车通过七一路的急
救专用通道进入医院比走其他入口快几分
钟，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抢救时间。”山东大
学第二医院120分中心护士长孙园告诉记者。
近期，山大二院开展院内外急救便利环境的
建设提升工程，医院周边交通拥堵情况得到
明显改善，院内急救环境得到显著提升，为济
南北城增添一条珍贵的急救快速通道。

七一路是山大二院西侧连通北园大街和
水屯北路的一条小路，往来人员、车辆多，
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马路两侧摊位密
集，是附近有名的拥堵路段，经常一堵就是
十几分钟。“对于心脑血管等急症患者来
说，每耽搁一分钟都意味着抢救机会的流
逝。”孙园告诉记者，为了争取抢救时间，
医院的救护车几乎从不走这条路。

最近，七一路上开辟了一条急救专用通
道，走这条路的急救车辆明显快了起来。记
者注意到，在七一路与北园大街交叉口立起
了醒目的生命通道警示牌，路面上画上了交
通标示线，引导社会车辆避让急救车。路中

间安装了隔离护栏，防止车辆乱停乱放。路
边架起了摄像头，对违章占道等行为进行实
时监控。没有小摊贩占道，也没人乱停车，
这条路成了很多急救车辆的首选。“从西边
来的急救车，可以直接从北园大街驶进急救
专用通道，避免了堵车和绕路，节约了宝贵
的抢救时间。”济南交警北园中队副中队长
高嵩介绍。

“急救通道的畅通对提高抢救成功率和
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和伤残率有重要意
义。”山大二院院长王传新表示，而实现这
一目标就需要构建覆盖医院内部及周边的急
救便利环境，为争分夺秒挽救生命提供可
能。

在院外，山大二院联合天桥区委区政
府、北园街道办事处、交警北园中队、黄台
派出所开展整治行动，消除影响急救效率的
院周梗塞。行动重点是医院南门口马路市
场。北园街道办事处副书记洪亮介绍，从去
年底开始，工作人员对医院南门附近摊贩进
行逐一劝离，共劝离小贩二百多个。

交警部门安装1 . 5米高的交通护栏隔离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完善设施设备切断摊

贩占道的可能，并加派人员进行不间断巡
护。

在院内，山大二院对急救流程进行优
化，在医院急诊科西南门专门开辟了一个急
救出入口，急救车入院后可第一时间抵达急
诊科。

市区停车难，人流集中的大医院尤甚，
山大二院也难以幸免。院区规划有近500个
停车位，但相对于日几千的门诊量和住院病
人来说，却远远不够，高峰时期院区内仍然
车满为患。尤其从早上8点到10点左右，来
就诊患者车辆不时在医院大门口和西门口排
成长龙，“既不方便患者就诊，也严重影响
了医院周边交通。”王传新说。

除了积极与交警联系协调，在医院周边
开辟停车位外，医院也积极在内部“挖
潜”，尽可能多开辟停车场地。今年11月
起，医院决定，职工车辆不再进入院区停
放，不再占用院区宝贵的车位资源，除每个
临床科室发放1—2张急救绿色通行卡外，其
他职工车辆一律不准停放，将绝大部分的车
位让出来，留给来院患者。“虽然这在一定程
度上给职工上下班造成很大不便，但这是站

在服务患者的大局出发作出的决策，是医院
以患者为本服务理念的直接体现。”山大二院
党委书记袁魁昌表示，医院职工深明大义，顾
全大局，克服困难，将车辆自觉停放院外或坐
公交车上下班，“让位于患者”已成为大家的
习惯，院区的停车难问题也基本得以解决。

“山大二院是城北唯一一座大医院，距
离高速公里近，经常有交通事故伤者送往医
院急救。”济南市公安局天桥分局黄台派出
所副所长齐春亮介绍。由于交通事故发生突
然，一些家属面临筹资难题，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急救效率。为了让每一位交通事故伤者
无论费用是否到位，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抢
救，山大二院将山东省近期推出的“交通事故
救助基金”引入医院，对发生交通事故72小时
之内的紧急抢救先行垫付，提升急救效率。

专家表示，救死扶伤是整个文明社会的
责任，生命急救的需求位列各种需求中的前
列。通过交通、治安、医疗等多领域的通力
协作，山大二院在院内外营造急救便利环
境，实现“效率优先、生命至上”，用实际
行动贯彻落实了“健康中国2030”把健康融
入所有政策的理念，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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