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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肿瘤中
心病区内，院长黄云超正在查房，他耐心
地叮嘱患者：“老人家，饮食要量力而行，
千万不要吃剩饭和剩菜。”随后，黄云超又
专门向护士长和护士强调：“一定要告诉
每位患者及其家属，病房内严禁食用可能
变质的剩饭和剩菜，以防食源性感染风
险。被套和床单要保持干净，严格按照标
准管理好患者和病房。”交代完工作后，黄
云超又直奔手术室。

作为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胸
外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主任兼云南省癌
症中心主任，黄云超于 2024年 9月担任云
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院长，由此开启了昆
明、昭通两地的工作模式。

校地合作模式 共建三甲医院
自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启动建设

以来，昭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其作
为提升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减轻群众就医
负担、增进群众健康福祉的重要抓手，统
筹推进医院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人才队
伍建设和优质医疗资源引进等工作。云
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在前期成功引入云
南省阜外心血管病医院等机构指导运营
医院一期工程的基础上，2024年 6月与昆
明医科大学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同年 9
月，昆明医科大学正式托管云南省滇东北
中心医院；10月 12日，云南省滇东北中心
医院、昆明医科大学滇东北中心医院、昆
明医科大学滇东北临床医学院正式挂牌，
开创了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运营的“委
托管理”新模式。

昆明医科大学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
集教学、医疗、科研于一体的高等医学院
校，也是国家“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和云南省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学校拥有 10个国家级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和 4个国家级特色专业，累计
培养了20余万名高级医药卫生人才，先后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7项，省、部级科
技进步奖17项，是云南省医学教育和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的“领军者”。

昆明医科大学充分发挥其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和医疗服务等领域的优势，
与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开展深度合作，
着力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打造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学科科研基地，
使昭通市及相邻的川黔地区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高效的医
疗服务。

方便就近就医 减轻患者负担
“现在能下床走动了，刚入院时连路

都走不了。”这段时间，对于一度绝望的癌
症患者李文玉及其家人来说，可谓是柳暗
花明。李文玉的女儿感慨道：“真没想到
在‘家门口’的医院就能接受放疗，为我们
节省了不少费用。”这得益于云南省滇东
北中心医院引进的全省首台“放疗小超
人”瓦里安直线加速器，经过系统治疗，李
文玉的病情已得到明显改善。

“约 70%的肿瘤患者在疾病的不同阶
段需要接受放疗，其中部分肿瘤可通过放
疗实现根治。患者通过大病医疗保险政
策报销后，整个放疗疗程仅需几千元。以
往到外地治疗支出的住宿、交通等费用，
现在基本相当于在我院的全部放疗费
用。”放疗科负责人安义均介绍道，自放疗
科成立以来，三分之一的转外就医患者返
回昭通市就医。“目前，云南省滇东北中心
医院肿瘤专科在诊疗技术和服务水平方
面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云南省滇东北
中心医院肿瘤内科负责人白志超说。

大病、重病在本地治不了，千里迢迢
去看病曾是很多昭通老百姓就医的真实
写照。长期以来，受限于区域医疗资源
不足，患者跨区域就医现象较为普遍。
在“家门口”就能治好病，成为群众的热
切期盼。

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围绕重点疾
病，有针对性地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
加快打造区域医疗服务“高地”，最大限度
地减少异地就医，让更多患者就近享受到
国家和省级水平的医疗服务。

优质资源下沉 看病更有依靠
“真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省级专家团队的诊疗服务，今后再也不用
去外地看病了！”67 岁的肖女士感慨道。
年初以来，她在活动后频繁出现气促症
状，并伴有持续性胸痛，虽辗转多家医院
治疗却未见好转。得知云南省滇东北中
心医院心胸外科是昭通市唯一一家常规
开展心外科手术的医院时，她怀揣着希
望，来到医院就诊。云南省阜外心血管病
医院院长助理王小啟带领专家团队与医
院心外科医疗团队通力合作，成功为肖女
士实施了主动脉窦的“主动脉瓣生物瓣置
换+升主动脉置换术”（又名 Wheat 手
术）。该手术是昭通市首例Wheat手术，不
仅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优
质医疗资源，还为患者节省了不少费用。

自昆明医科大学正式托管云南省滇
东北中心医院以来，黄云超在履行行政管
理职责的同时，还着力培养本土医疗团
队。他坚持每周开展科室查房指导及手
术带教，主刀实施了昭通市首例单孔胸腔
镜袖式肺叶切除术、经剑突下单孔胸腔镜
纵隔肿瘤切除术、肺结节微波消融术等多
项胸部肿瘤微创新技术。

2024 年 5月，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
成功开展首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两
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经过 20天的治疗后
顺利出舱，这标志着昭通市血液病诊疗水
平迈上新台阶。这一技术的实施，填补了
昭通市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的空白，实现
了区域内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零的突破，
也让昭通市成为云南省少数具备此项技
术实施能力的州（市）之一。

“家门口就能看名医。”“疑难病症不
用跑远路。”……这些都是老百姓的真实
感受。随着优质医疗资源持续下沉，越来
越多的疑难重症患者在市内就能得到及
时、有效的救治，群众看病就医更加便捷。

变“输血”为“造血”为当地培养人才
45 岁的患者王某在家干活时不慎从

高处坠落，伤及腰背部、胸部、臀部等全身
多个部位，经急救中心“120”紧急送至云
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急诊科。经系统检
查，王某被确诊为创伤性失血性休克、脊
髓损伤伴双下肢不全瘫、多发腰椎骨折
（L1椎体爆裂性骨折）、心脏挫伤及肺部感
染。昆明医科大学派驻云南省滇东北中
心医院的副院长朱
晓松，带领创伤外科
团队为王某制定了
严谨的手术方案，经
过两次手术治疗，王
某恢复良好并顺利
出院。

据统计，云南省
级医院已先后选派
130 多位专家赴云
南省滇东北中心医
院开展驻点帮扶工
作。帮扶期间，专家

团队累计完成 260多台高难度四级手术，
指导诊治疑难病例 450余例，带来了先进
的医疗技术、管理理念，实现了从“输血
式”帮扶到“造血式”帮扶的转变，为当地
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黄云超表示，办好高水平医院，发挥
好医院作用，关键在于培养医疗人才队
伍，提高区域内整体医疗服务能力。为
此，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加大对本地人
才的培养力度，选派医务人员外出交流进
修、上派挂职学习、下派驻点指导，不断提
升昭通市各级医疗单位医务人员的业务
能力。做好卫生人才临床实践，通过与高
校合作，引进医学本科生及硕士研究生开
展规范化培训，为医院培养后备力量。根
据学科发展需求，引进国内优质医疗资源
和专家团队到医院建立专家工作站。推
动昆明医科大学的专家团队定期到医院
进行坐诊、会诊、手术指导等，既为患者提
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又实现对医务人员的
技术带教。

截至目前，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已
开展高难度诊疗技术50多项、区域新技术
项目 10项；诊疗范围覆盖 1520个病种，其
中重大疾病诊疗达1471个，占总诊疗病种
的 96.77%，有效填补了昭通市相关医疗领
域的技术空白。数据显示，已有3000多名
长期在市外和准备外出就医的肿瘤、心血
管疾病患者选择在本地接受治疗，群众就
医负担显著减轻。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的示范效应日益凸显，优质医疗资
源在乌蒙大地落地生根。

云南省滇东北中心医院：

多举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 通讯员 唐远超 文/图

2025 年初，在上海普陀区利群医院援滇
医生蒋立辉的指导下，巧家县人民医院妇科
医生成功主刀完成首例腹腔镜宫颈癌根治
术。该手术不仅填补了县域妇科恶性肿瘤微
创治疗的技术空白，还标志着当地医院已全
面掌握宫颈癌、卵巢癌和子宫内膜癌三大恶
性肿瘤的诊疗能力。

这场跨越2000公里的医疗帮扶始于2024
年 7月。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先后派出蒋
立辉、王艳华、曲玲等医疗专家进驻巧家县人
民医院。专家团队以“传帮带”为核心，推动
当地医疗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质变，让
优质医疗资源在乌蒙大地落地生根。

跨越山海
精湛技术筑牢生命防线

2024年7月，由妇产科专家蒋立辉和重症
医学科主任王艳华组成的第四批援巧医疗团
队，赴巧家县人民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仅半年时间，蒋立辉就带领新组建的妇科团
队成功开展了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等20余项
高难度手术，其中四级手术占比达 35%，填补
了 5 项医疗技术空白。蒋立辉创新建立“理
论+实践”双轨培养机制，将上海市先进的诊
疗体系引入巧家县人民医院，成功培养了朱
学彪等一批能够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

此外，王艳华运用“上海经验”重塑巧家
县危重症救治体系。面对产后大出血产妇，
他协调妇科与血库，高效完成“抗休克+子宫
切除术”，挽救了产妇生命；针对车祸导致的
多脏器损伤患者，他引入“损伤控制外科”理
念，实施“先救命、后康复”的救治策略；对于
重症胰腺炎老年患者，他结合上海市普陀区
利群医院的“清胰汤”疗法与皮硝外敷，一周
内有效控制病情发展。“我们将创伤休克规范
化救治、重症超声等技术引入这里，年轻医生
进步很快。”王艳华说，“如今，巧家县人民医
院重症医学科已发展成为一支专业能力过硬
的团队。”

2025 年初，呼吸科医生曲玲在对住院患
者进行筛查和梳理时发现，当地大部分老年

慢阻肺患者因长期燃煤取暖和吸烟导致肺功
能严重受损。为此，她牵头建立戒烟宣传教
育体系，组织开展肺功能检测培训，让群众了
解系统化的呼吸健康管理知识，帮助患者早
发现疾病，少花钱、少遭罪。

授人以渔
从“输血”到“造血”的机制革新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是上海援滇
医疗团队的核心目标。蒋立辉团队通过建立

“三级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制度，将上海的诊
疗规范转化为符合巧家实际的“本土方案”；
王艳华主持编写《呼吸危重症操作规范》，联
合护理部制作了方言版卧床排痰指导视频；曲
玲成功将社区健康服务模式引入山区，系统培
训基层医生掌握叩背排痰等基础技能……最
具突破性的是“上海—巧家”远程会诊平台的
搭建。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与巧家县人民
医院建立了涵盖“重症—妇产—外科”的多学
科联合会诊机制，通过多次远程会诊，让基层
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海专家的诊疗
服务。2025年1月，一场连接沪滇两地十余个
科室的卵巢癌多学科会诊，让患者在当地就
能获得上海专家团队制定的个性化治疗方
案，免去了长途奔波之苦。

“王老师，下周有个脓毒症病例需要远程
指导。”“蒋主任，能否安排一次关于宫腔镜手
术围术期管理的专题培训？”……这种主动求
教的工作状态，标志着巧家县人民医院医疗
团队的“造血”机制已日趋成熟。

医患见证
从“外转求生”到“县域救治”的跨越
妇科与重症医学科协作抢救产后大出血

患者、跨院指导妇幼保健院完成宫颈癌根治
术……越来越多的危急重症患者在县域内得
到有效救治，许多患者在“家门口”就能渡过

“生死关”。
“确诊宫颈癌时我很担心，但得知巧家县

人民医院可以开展微创手术后，我选择留在
本地治疗。”患者李女士术后 7天便能自理生
活，“不用往返昆明奔波，省钱又省心。”这样

的成功案例在巧家县正变得越来越普遍。
李女士的诊疗经历折射出了医疗帮扶的

重要意义。对于上海援滇医生来说，最珍贵
的成果是看到本地医生的快速成长——外科
转岗的医生朱学彪已能独立完成 20 余项手
术，重症医学科的尤医生已熟练掌握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的抢救流程，呼吸科护士团队
能熟练指导患者进行肺康复训练……“蒋立
辉团队带来的不仅是先进的医疗技术，还有
科学的团队建设理念。”朱学彪说。

山海同心
协作之花在乌蒙大地绽放

从曲玲推动建立规范化慢阻肺管理体
系，到王艳华主导编写《呼吸危重症操作规
范》；从蒋立辉带领科室实现多项技术突
破，到沪滇专家通过远程会诊平台开展学
术交流，“组团式”医疗帮扶形成了“派出一
支队伍、带好一所医院、培养一批人才”的
良性循环。

“科室成立 8个月以来，我们已成功开展
近 300 例手术，其中三、四级手术占比达
35%。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新技术、新项
目的开展，不断扩大诊疗服务范围，力争通过
一年的努力，让巧家县人民医院妇产科跻身
全省县级医院前列，达到三级医院诊疗标
准。”蒋立辉说。

如今的巧家县人民医院呈现崭新局面：
妇科的快速发展填补了县域多项技术空白，重
症医学科的标准化抢救流程被纳入医院培训
体系，呼吸科建立起规范化的慢阻肺管理体
系。王艳华感慨道：“医生不仅要‘救器官’，更
要守护生命的希望。”曲玲在援滇工作笔记中
写下的感悟，道出了所有帮扶医疗队员的共
同心声：“医学的真谛，是让每个生命都能在
一呼一吸间感受到尊严与希望。”

金沙江水奔流不息，沪滇协作的纽带愈
系愈紧。当规范化诊疗体系扎根边疆，当“带
不走的医疗队”守护一方百姓健康，跨越山海
的医者仁心正在乌蒙大地绽放出最温暖的生
命之光。

从技术赋能到体系革新
——上海医疗团队在巧家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纪实

■ 通讯员 谭昌国 文/图

滇东北中心医院，医生在对患者进行治疗。

巧家县人民医院，医生到病房查看患者情况。

2022年7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开始对
口帮扶昭通市彝良县人民医院。该院神经内科执行副主任方侃
作为中组部“组团式”上海援滇医疗队队长，赴彝良县人民医院担
任院长。3年来，在他的带领下，这所山区医院的神经内科实现了
从“基础治疗”到“高级卒中救治”的跨越式发展，为偏远地区医疗
振兴提供了生动范例。

精准帮扶破难题 核心技术落地生根
在滇川黔三省交界的乌蒙山区腹地，彝良县因山高坡陡、交

通闭塞、群众健康意识薄弱，长期面临卒中救治难题。作为县域
内唯一的综合性二甲医院，彝良县人民医院肩负着 60余万名群
众的健康守护重任。2022年7月，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方侃为首的5人帮扶团队奔赴彝良，开
展医疗帮扶工作。担任彝良县人民医院院长后，方侃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推动卒中中心建设驶入“快车道”。在帮扶团队的努力
下，彝良县人民医院成功引进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DSA），实现
了神经介入手术零的突破，这标志着当地卒中救治能力已跃居省
级先进行列。

人才培育强根基“输血造血”双管齐下
方侃创新推行“师带徒”一对三教学模式，从门诊接诊到手术

操作全程带教。同时，构建“沪滇联动”培养体系，自 2022年 8月
起，先后组织彝良县人民医院 100余名骨干赴沪进修。通过“理
论+实践+进修”的三维培养模式，当地医疗团队已能独立开展颅
内动脉取栓术等 30余项新技术，累计完成神经介入手术近 3000
台，其中四级手术超过200例。

体系革新促发展 专科建设成效显著
方侃带领帮扶团队推动彝良县人民医院实施专科化改革。

2023年 6月，彝良县人民医院正式成立神经内科，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规范诊疗流程，该科住院患者占比从 40%攀升至 75%。构
建“县域医共体+健康宣教”双轮驱动模式，方侃带队开展覆盖全
县 16个乡镇（街道）的义诊，并借助新媒体平台普及卒中防治知
识，有效提升了基层诊疗能力和群众健康素养。在提升临床水平
的同时，方侃着力推进医教研深度融合，并取得显著成效。2024
年12月，由方侃主持的省级科研课题成功立项，填补了彝良县人
民医院科研空白；通过与昆明理工大学开展校医合作，挂牌成立
医学部教学基地，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帮扶有时限，协作无止境。”方侃在即将完成帮扶工作时的
深情寄语，生动诠释了沪滇医疗协作的内涵。如今的彝良县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已从曾经的“薄弱科室”蝶变为“高级卒中中心备选
单位”，不仅为山区群众搭建起生命救治的“高速通道”，还探索出
一条东西部医疗协作的创新路径，为偏远地区医疗事业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力。

方侃：

沪滇协作筑医梦
卒中救治开新局

■ 通讯员 刘 颖 夏 蕾 文/图
方侃（右一）给患者分析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