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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科普 增强一老一小骨科防治意识

彝良县人民医院对口帮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桑伟林，
对老年退变性关节疾病的阶梯化治疗具有较深造
诣，他的诊室门前经常排满前来看病的患者。

9月 14日上午，关节外科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
该患者43岁，因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全身关节已出现
不同程度的变形，手指无法弯曲，腿脚移动时会有剧
痛感，需要旁人搀扶。

在就诊过程中，该患者已无法正常坐立，只能虚
弱地趴伏在就诊桌上，有气无力地回答着桑伟林的
问询。问诊时，桑伟林不断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在
详细检查做出诊断并提出专业、可行的治疗方案后，
他对患者和家属分别做了心理疏导工作，并贴心地
提出了护理建议。

“山里空气湿度大，加上村民日常生活大多需要
爬山、下山，对骨关节伤害尤其大。这个患者明明只
是简单的风湿，但由于就医意识缺乏，才会发展得如
此严重。目前已针对性地进行了药物治疗，如果后
续仍不好转再入院治疗。”桑伟林说，他经常带领彝
良县人民医院骨科团队，翻山越岭走进乡村，将骨科
疾病知识带给大山深处的老百姓，促进骨科疾病早
筛早诊早治，避免因疾病发展到终末期，给患者带来
不必要的病痛。

作为一名骨科医生，桑伟林十分注重锻炼。来

彝良县支援时，他特意准备了一双
运动鞋，想要进行跑步锻炼，来到
彝良县他才发现这里没有一块平
地，他不得不以慢步走代替慢跑。

“在我们的印象中，此城依山
而建，或许中老年人患骨科疾病
的概率会大些，实际情况却是儿
童骨折、患骨科疾病的情况也非

常多。”桑伟林分析，彝良县很多村
子地势高，儿童易踩空，这是儿童骨

折事故多发的根本原因。
据了解，桑伟林帮扶一年来，通过深

入调研、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彝良县人民医院
骨科团队在技术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普宣
教等方面都取得了预期效果。在上海团队的指导帮
扶下，彝良县人民医院在人工关节置换外科领域开
展了膝关节单踝置换、膝关节感染的一期（二期）翻
修等高难度手术和新技术，骨科月平均手术99台，同
比增长 59.67%；三、四级手术占 37.37%，同比增长
15.7%，为当地患者解决了看“大病”、治“复杂疾病”
难的困扰。

多下沉 促进眼科患者早干预早治疗

彝良县虽处于山区，但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
且日光强烈。见到彝良县人民医院对口帮扶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
师唐敏时，他仿佛戴了一层“面具”，面部与下颌处被
日光晒出了“分层”。

对口帮扶一年来，唐敏带着眼科团队下乡义诊、
进行科普宣传。遇到好天气时，可能只会面临山路
颠簸不好走的难题；如果遇到下雨下雪等恶劣天气
时，在山路颠簸的同时也可能会遇到山体滑坡、落石
等险情。

回忆起下乡坐面包车走山路会颠簸到撞车顶、
头上起包、晕车等情况时，唐敏说：“山里交通条件
差，如果我们不走进去，老百姓就更没有看病的机
会。我们要想尽办法更努力、更频繁地为他们提供
医疗服务，通过义诊、健康宣教增强他们识别眼科疾
病、预防眼科疾病的意识。”

2022 年 8 月，一位女性患者来到眼科门诊向唐
敏倾诉了困扰她多年的难题。该患者患有先天性
上睑下垂，自述左眼自幼睁不开，双眼呈现明显的
大小眼，上睑呈下垂状态，在注视前方时下垂的眼
睑过多地遮盖角膜及瞳孔，需要将头向后仰才能看
清前方物体，不仅容貌受损、视力受损，独特的视物
姿势还让患者心理受到了巨大伤害，所以迫切希望
得到治疗。

为了解除患者痛苦，帮助患者恢复样貌，唐敏和
当地眼科团队精心制定了手术方案，实施了彝良县
首例先天性上睑下垂矫正术。手术取得了成功，患
者可以正常地视物，困扰多年的“疙瘩”终于解开了。

据了解，在唐敏的帮扶下，彝良县人民医院眼科
得到了很大发展，除了常规的白内障、青光眼手术量
较以往增加数倍，还陆续开展了包括重睑、眼袋、上
睑下垂、眼睑畸形缺损修补、睑内翻、睑外翻、内眦赘
皮、眼表肿瘤、眶脂脱垂、结膜松弛症、翼状胬肉及各
种斜视等疾病的整形矫正治疗。目前，眼科月平均
手术 99台，同比增长 47.76%；三、四级手术占 6.04%，
同比增长0.39%。

多举措 助力优质医疗队伍扎根基层

从上海飞到昆明，再坐车去彝良，高速公路需要
近 5个小时的车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
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执行副主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
院援滇医疗队队长、彝良县人民医院挂职院长方侃
现在仍然对第一次到达彝良县的行程时长记得很清
楚。对于在彝良县已经生活了一年多的他来说，他
已经习惯了每天不管多晚都要花 2个多小时用脚丈
量这个小县城，尽管他还在适应这里的饮食习惯。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他会在路上偶遇自己的
患者，他们或是打招呼表示感谢，或是向他陈述目前
的身体情况，或是询问后续治疗方法。面对患者，他
总是耐心细致地解答患者的疑问，让患者倍感亲切。

第一次抵达彝良县时，面对当地医院管理理念
落后、医疗人才短缺、学科发展乏力的现状，医疗队
第一时间确定了“124”对口帮扶思路。

在管理制度上，方侃完善了每周一次院长办公
会、每月一次中层干部月度讲评会制度，副院长挂片
临床医技科室增加融合力，签订年度工作责任书压
实任务。此外，还修订了药品、设备购置、设备管理
等10余项管理制度。

在重点专科建设上，方侃带领的医疗队重点帮
扶神经内科、骨科、儿科、眼科和心内科，狠抓学科发
展，重点引进CT、C型臂、数字乳腺X射线（钼靶）等
新设备新技术，加快新技术、新项目、新专科开发，针
对性培养学科人才。通过专家工作站和专科联盟建
设，紧密地形成科室之间的指导会诊、病例讨论、线
下培训和学术交流；通过信息化建设，实现与上海市
第一人民医院定期远程会诊、远程MDT。

在人才梯队建设上，方侃面对人才断档严重、虹
吸严重的实际情况，推出“启明星”和“雏鹰”人才培
养计划，助力医院二、三人才梯队建设。为培养一支
能战斗、留得住、带不走的医疗队，还实行“团队带团
队”“师傅带徒弟”机制，通过带教手术、门诊跟班、教
学查房、远程会诊等方式进行教学。

方侃不仅要推进彝良县人民医院的现代化管
理、信息化建设，还要奋战在门诊、手术台一线，挽救
患者的宝贵生命。

41岁的男性患者刘某，入院前 90分钟突发全身
右侧半身抽搐，双眼上翻，持续约 20分钟，抽搐后不
能说话，右手右脚乏力，考虑急性脑梗死。在接受溶
栓治疗并情况有所好转的2小时后，刘某的症状又恢
复到了溶栓前。考虑大血管闭塞可能，为避免向上
转运期间患者情况恶化，当晚方侃看诊后，当即决定
在彝良县人民医院进行急诊取栓手术，手术最后取
得成功。2天后，刘某已能自行下床活动。

来到远程影像诊断工作台时，村医正源源不断
地传来CT待阅片申请单。在处理一份来自牛街镇
中心卫生院上传的 69岁女性患者头颅CT片时，方
侃聚精会神地阅片、判断，并在短时间内给出了详细
专业的诊断。

方侃介绍说，为规范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彝良县
人民医院除定期组织村医参加培训外，还通过远程
影像诊断工作台，由彝良县人民医院进行阅片并给
出专业的诊断报告。远程影像诊断让不方便出行的
居民少跑路、不跑路。

据了解，上海医疗队赴彝良一年来，门诊人次增
长 11.66%，住院人次增长 27.01%，手术人次增长

22.69%，业务收入增长 19.56%，CM 总量排名全省
105家二级医院第9名（↑1），CMI值排名第14名（↑
5），病例组数排名第 13名（↑10）。骨科关节置换手
术量全省二级以上医院位列第 6名，2022-2023年度
昭通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协议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
质量第2名。

大山深处的“健康守门人”

方侃分享彝良县人民医院发展举措。

方侃到远程影像诊断工作台阅片。

桑伟林为患者做问诊检查。

唐敏开展首例先天性上睑下垂矫正术现场。

彝良县人民医院彝良县人民医院。。

（本稿文图均来源于人民网·人民健康平台）

心 系 患 者 情 系 健 康
唐龙泉飞

诊断疑难杂症、查房、了解患者病情、
培养学科带头人、帮助同事解决工作中的
难题……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人民医院帮扶团队在彝良县人民医院的
日常工作。近年来，上海各大医院帮扶团
队不远千里来到昭通开展医疗帮扶，在他们
用心用情的帮扶下，昭通的医疗技术水平全
面提升，他们为构筑昭通人民的健康屏障
添砖加瓦，他们是乌蒙大山“健康守门人”
的一分子。

为了让大山深处的老百姓感受到健康
触手可及，上海援医队克服困难，定期开展
系统讲座培训、教学大查房，不定期进行疑
难危重病例讨论、病史点评等工作；定期到
村里、安置区、社区开展义诊活动，不定期开
展医疗知识宣教活动，力求把上海医疗新
技术、新理念带到昭通，提升当地医务工作
者诊断能力及治疗水平；力求把上海最精
湛、最先进的医疗水平带进大山、带进老百
姓心里。

“援医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责任。”援
医队采用以点带面的帮扶方式，一方面以援
医队为点，把援医专家帮扶扩大到上海医院
各科室帮扶，将上海医院成熟的管理经验带
到昭通，指导昭通医疗学科建设；另一方面

援医队以当地县人民医院为点，辐射各乡
（镇、街道）卫生院进行义诊和讲课，把新技
术和先进理念下沉到昭通医疗系统的“最后
一公里”，提高基层医生的诊疗水平，让大山
里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海的医
疗服务，把东西部协作医疗帮扶工作做到实
处。同时，上海援医队还利用信息化手段，
将上海医院的专科建设论坛同步直播，组织
当地医务人员在线学习，把最新的学术理论
知识实时送达。经过援医队几年来的不懈
努力，目前，昭通各级医院在临床诊疗规范、
服务能力、学科建设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
升和进步。

广大医务工作者是推动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健康中国的“主力
军”，不管是上海的援医队，还是昭通乌蒙大
山的村医，他们都展现出敬佑生命、救死扶
伤的精神，他们用高超的医术和仁爱之心，
突破医疗条件限制，帮助患者实现健康需求
的触手可及，以展现新时代医生以“人民健
康守门人”为己任、以坚持不懈的精神面貌
探索中国医疗健康事业的发展之路，在推动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构筑全民健康的工作中
担当着重要角色，他们的努力与奋斗将获得
社会更多的尊重和关心。

彝良县地处云南东北的乌蒙山区，四面环山，山路陡峭，交通不便，当地医疗资源匮乏，看病难的问题长期
困扰当地百姓。2022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开始对口帮扶彝良县人民医院，自此，乌蒙
大地上有了来自上海的“大专家”，当地患者足不出县就能享受到国内先进的医疗服务，同时彝良县医疗卫生工
作也在不断迈上新台阶。

近日，人民网·人民健康走进彝良县人民医院，跟随帮扶专家的脚步，挖掘那些令人尊敬的“健康守门人”的
故事，探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造福一方百姓的有益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