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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传卫 陈士贤 沙会堂

人民健康是国富民强的重要标

志。几千年来，中医药一直护佑着中

华民族的生命健康，为中华民族的

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

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

药成为此次抗疫“中国方案”的最大

亮点。

如今，无论是面对国际机遇还是

考虑国家战略层面，中医药都呈现出

强劲的发展势头。在中医药迎来振兴

发展大好时机的今天，每一个中医医

疗机构都在奋进前行。作为中医院领

域的佼佼者，江苏省徐州市中医院在

中医发展的道路上传承精华、大胆创

新，在加快推进建设现代化中医强院

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始建于1956年的徐州市中医院，

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在近几年的医疗

体制改革中，以“中西并举、中西交融、

学科协作”为指导思想，坚持“向管理

要效益、向技术要发展、向服务要品

牌”的发展战略，立足改革创新，科

学精细管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

绩。该院相继荣获国家卫健委“改

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2018年度管

理创新医院”、江苏省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满意度第一名和江苏省“进一步改

善医疗服务”满意度检查第一名等荣

誉；跻身香港艾力彼评选的“中国中

医医院竞争力”百强榜第58名、全国

地级市中医医院竞争力第7名；医院

心血管科（心病科）、肛肠科、内分泌

科、针灸科、康复科等5个专科入选

“2018中国中医医院·优秀临床型专

科”，是全国地级市中医院入选优秀

临床型专科较多的医院之一。2019

年是徐州市中医院的“规范建设年”，

在深化创建“名医、名科、名院”、加快

智慧医院建设步伐、快速推进新院区

建设等各项任务中，徐州市中医院以

中医人的大医精诚和独有的医疗特色

品牌，在打造区域性特色诊疗高地的

进程中更上一层楼。

围绕发展目标

完善管理体系

建立科学完善的医疗质量管理体

系，是医院得以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

关键。徐州市中医院认真落实“向管

理要效益”战略，扎实推进行为规范和

医疗规范的落实,牢固守住底线和本

职，努力把医院各项核心制度理解透、

执行好、落实到位。

徐州市中医院围绕“百姓信赖、

职工幸福”的发展目标,各行政职能

科室依据建立好的工作脉络图细化

各项工作,认真落实服务职能和管理

职能,严格科务会管理、行风暗访对

口联系、巡视巡查、督察督办等工作

制度的执行。

为全面加强管理工作和临床工

作，徐州市中医院先后制定出台了《徐

州市中医院科务会制度》《关于进一步

完善和加强设备采购程序的相关规

定》《关于加强依法执业的管理规定》

《非惩罚性医疗安全（不良）事件报告

制度》《科研“种子计划”管理方案》等

各类管理制度、规定、规范45个，形成

了互考互评的良性循环机制。

扎实开展对口联系工作。徐州市

中医院以科务会为主要管理平台，职

能科室对口联系临床科室管理，既强

化了职能科室服务临床一线的责任心

和紧迫感，把医院各项工作方针政策

与制度高效传达落实到临床一线，又

积极为临床一线排忧解难，形成了“全

院围绕临床一线转，临床围绕患者转”

的有效工作态势。

为完善系列合理用药相关管理制

度，徐州市中医院制定了《药品质量管

理制度》《处方点评制度》《抗菌药物临

床应用实施细则》等，在全市率先成立

抗菌药物科学化管理多学科诊疗

（AMS-MDT）团队，进行科学化管

理。仅2019年全院就点评各类处方

7200份、医嘱720份，并将考核结果

在每月的《医院管理通报》予以公

示，记入临床科室的医疗质量考核

体系。

信息化管理对提高医疗质量同样

起着重要作用。中医肿瘤诊疗中心要

求全院各科室所有恶性肿瘤患者的信

息均录入医院肿瘤平台，加强患者的

入院诊断、手术方式及有无化疗药物

的使用等信息的收集与监管，并将随

访内容及时录入肿瘤平台数据库，数

据为各专科监测患者病情提供了

方便。

近年来，徐州市中医院以“立规

矩、讲规矩、成习惯”为管理原则，立

足“人人要管事、事事有人管”的工作理

念，行政职能部门做到“言而有信，定

而有为”，确保了“有问题敢于面对，

快速改进是基本要求，变化与态度是

口碑的源泉”的治院理念得以扎实

落地。

坚持“三名”战略

凸显中医优势

精湛的治疗技术是医院的核心竞

争力。徐州市中医院通过实施“育名

医、建名科、创名院”的“三名”战略，广

泛推广中医诊疗、护理和养生，集中优

质资源，整合优势技术，遵循中医药特

点规律，建立以提高临床疗效为目的

中西医综合治疗模式、肿瘤多学科联

合诊疗模式、普病与专病的分离模式，

走出了一条以中医为主要特色、中西

医并重的崛起之路。

中医药特色是中医院建设和发展

的主旋律，徐州市中医院各科室充分

认识到中医特色医疗技术、中医特色

护理技术对本专业、本科室和医院发

展的重要意义，把“广覆盖、广融合、广

体验”作为特征性、品牌性、战略性医

院建设的核心要求进行落实。该院以

针灸科、推拿科、康复科为牵头科室，

制定各科室联合其他科室治疗相应病

种诊疗规范、适应症及禁忌症，形成了

一整套完善的管理与运行体系。如

今，每天平均有2000余人次接受中医

特色治疗，收到良好疗效。

为提升多学科联合诊疗水平，徐

州市中医院坚持“以疾病为中心，以

患者需求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创新

了跨科联合诊疗模式，以肿瘤科、介

入科、普外科和中医外科牵头，成立

肿瘤多学科联合诊疗门诊、会诊中心

及治疗中心。该院诊疗中心立足中

医特色，做到内科与外科、中医与西

医相结合，完善科与科直接转接机

制，科室内部形成同质化治疗标准，

科室之间形成专业共识，对患者进行

有序、多学科的诊治。2019年，肿瘤

多学科联合门诊共接诊患者3000余

人，进行病例讨论800多例，为患者

提供方便、安全、快捷、高效的“一站

式”诊疗服务。

为创新普病与专病诊疗模式，徐

州市中医院按照分级诊疗、中医特色

推广、“大基层、广覆盖、精筛选、建机

制”的工作要求，形成了科室普病与

专病的疾病分组和同质化诊疗方

案。目前，该院成立了27个亚学科

专业组，开设了82个专病门诊，不断

提高专病服务质量，优化患者就医

体验。

未病治疗是中医治疗领域的一大

优势，所谓“未病”就是指人体处于亚

健康的一种状态。近年来，徐州市中

医院立足中医使命，致力“治未病”工

作实践，重振中医“养、防、保”的传统

特色，充分发挥了中医不可替代性，成

为养生、防病、保健引领的中坚力量。

这项工作的开展，不仅拓展了中医药

服务领域，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也有效弘扬和传播了中医

药文化。

不忘医改初心

强化区域协作

医改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群

众享受更加便捷、高效、惠民的医疗卫

生服务。依托三级甲等中医院的优

势，徐州市中医院认真落实医改精神，

从提高基层团队服务能力、健全诊疗

服务机制、建立合理有序分级诊疗模

式入手，加快推进医联体建设。

2018年，徐州市中医院按照“不

跑马圈地、不搞大医院虹吸、不简单挂

牌走形式”的理念，提出了所有科主任

都要回报家乡父老、在老家乡镇卫生

院创办工作室的要求，在乡镇医院、社

区医院开展技术协作和技术指导，在

民营医院增挂徐州市中医院分院牌

子，建设以市县两级中医院为主导的

医联体。截至目前，徐州周边已有20

家县、乡镇医院建立了56个徐州市中

医院专家工作室，46名专家定期前往

坐诊，为徐州市中医院赢得了良好的

口碑。

为提高基层医生的医术，让医院

先进的诊疗技术造福于更多人，徐

州市中医院心血管科、脑病科、骨

科，与新沂中医院、睢宁中医院、邳

州中医院三家县级中医院对口科室

实行了精准帮扶，全面提升帮扶科室

的综合诊疗水平；中医院肛肠科与铜

山、贾汪、邳州等地乡镇医院签订“定

点帮扶”协议，每周派出中高级职称

医师赴定点医院坐诊，并为基层医

院培养了一批专业技能全面的专科

人才。

徐州市中医院院地处淮海经济区

核心区，辐射着周边4省1.2亿群众。

为加强区域中医同行间的临床协作、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管理培训、科研

协作、技术推广、市场拓展、学术交流、

文化建设等多种合作，2018年，由该

院牵头组建了淮海经济区中医医师联

盟。联盟以徐州地区的中医医疗机

构、县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和有一定实

力的乡镇医院中医科（康复科）为主，

兼顾周边较近的淮海经济区中医医疗

机构和综合医院的中医科，目的在于

通过这一资源共享平台，共同提升联

盟成员的发展能力，提高医疗健康服

务质量和水平。

为弘扬中医文化，徐州市中医院

还以中医大讲堂为平台，积极开展

“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的义诊巡

回讲座活动，通过中医养生保健知识

的宣教和技术的辅导交流，形成群众

性中医养生预防网络，满足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

需求。

2019年，以徐州市中医院为组长

单位组成的中国（江苏）第14期援马

耳他医疗队认真履行援外任务，积极

弘扬中医国粹，先后被中央电视台、

人民日报社等中央媒体多次报道，

赢得了国际友人和国内派驻机构的

一致好评，提升了医院在国际国内

的美誉度。

突出优质服务

提升患者感受

服务是医院的生命线，没有优质

的服务，再先进的医疗技术都不能落

到实处。为此，徐州市中医院相继开

展了“服务满意度先进科室”等5项流

动红旗评比活动和中医药服务满意度

调查活动，制定了14项行风建设工作

制度，成立了962120随访中心，实现

了出院患者一周内随访率100%，对随

访中患者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向相

关科室反馈，督促整改。

该院坚持每月开展门诊、住院、出

院患者满意度问卷调查，促进了服务

满意度的提升。2019年该院出院患

者第三方调查满意度为95.84分，比徐

州市医院总体满意度高1.08分，在徐

州市32家二级以上医院中，处于“特

别满意”级别。2019年共收到感谢信

62封、锦旗114面。

为方便患者就诊，徐州市中医院

调整了门诊科室布局，优化就诊流程，

增加了标识指示，安置了院内导航机，

并辅助微信公众号“院内导航”进行

实时跟踪导诊；在门诊增加“门诊好

医生标准”桌牌服务，规范门诊医师为

患者诊治时需要告知的相关内容。

在信息化应用方面，徐州市中医

院近年来实施了手术包条码追溯系

统、心电工作站系统、院感管理系统、

病区无线网络系统、医保监控系统、病

案扫描系统、自助终端查询缴费等11

个系统，目前正在积极建设移动护理

系统，不仅方便了患者，也提高了工作

效率。为增强医患沟通，由医院各个

职能科室负责人牵头，先后建立了38

个亚专业及专病微信群，与患者建立

了和谐的医患关系。

护理是医疗服务的有效组成部

分。徐州市中医院相继举办了“优质

护理服务先进个人”“中医护理技术推

广与应用先进科室”“优秀护士长”“优

秀带教老师”、第五届“品管圈成果汇

报”等评比竞赛活动，促进护理工作在

管理、技术、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持续提

升。2019年全院各护理单元申报的

护理三新业务为24项，其中两项省级

护理科研课题通过验收，1项护理新

技术获徐州市医学新技术引进奖二

等奖。

坚定奋进步伐

加速迈向未来

随着医疗科研管理服务等各项事

业的不断发展，徐州市中医院发展建

设的脚步不断向前迈进。2017年11

月，经徐州市发改委批准，他们选定新

城区黄河路以北、沟棠路以西地块作

为徐州市中医院新院建设用地。新院

总占地面积约150亩，设置病房床位

数1490张，规划设计包括新建门急诊

楼、医技楼、病房综合楼等，这些楼总

建筑面积约30万平方米。按照国家

三级甲等中医院建设标准建设的新

院，建成后将成为淮海经济区名副其

实的中医药发展中心。

据了解，徐州市中医院新院将致

力打造生态化、家庭化就医环境，不断

提升人性化、品牌化服务，充分发挥中

医特色优势，把医院建设成为老百姓

的健康加油站。新院建成后，将为整

个淮海经济区百姓提供具有中医特色

的诊疗服务，充分利用中医药技术方

法和现代科学技术，提供急危重症、疑

难复杂疾病的中医诊疗服务和中医优

势病种的中医诊疗服务，成为淮海经

济区中医疑难杂症研究基地，省内一

流、国内领先的中医综合性现代化

医院。

展望未来，徐州市中医院将成为

淮海经济区中医医疗技术制高点、集

中点，成为淮海经济区中医人之家，成

为整个淮海经济区中医人才培养的基

地及整个淮海经济区中医医联体研究

基地，也必将成为淮海经济区提升中

医药在保障人民健康领域三大作用的

引领者。

祖国医学博大精深，传承发展任

重道远。“作为中医人，一定要守住国

家固有的文化自信，把中医国粹发挥

好、利用好，真正让百姓享受到中医药

带来的益处。”徐州市中医院党委书记

范从海告诉记者，随着2017年《中医

药法》的正式实施，以及2019年10月

全国中医药大会的召开，中医药的春

天已经来临。

范从海说，去年10月，徐州市中

医院全体人员第一时间集体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

指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大家统一了

思想和认识。2020年是个极其不平

凡的一年，今年以来，全院上下始终坚

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上来，坚定文化自信，遵循中医药

发展规律，无论在抗疫战斗中还是在

日常诊疗中，都充分发挥了中医药独

特优势和自身特点，做到了中西医并

重，贯通融合、博采众长，在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中不断推动医院高质量发

展。今后，该院还将继续以打造区域

性“医疗中心”和“健康徐州”战略部署

为工作目标，扎实推动医院各项工作

有效开展，为淮海经济区人民群众健

康保驾护航。

（本文配图由徐州市中医院提供）

徐州市中医院新门诊大楼效果图

徐州市中医院新院效果图

发挥中医优势发挥中医优势 做强特色品牌做强特色品牌
江苏徐州市中医院以改革为突破口江苏徐州市中医院以改革为突破口，，在传承精华在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中做到中西医并重守正创新中做到中西医并重、、融合贯通融合贯通、、博采众长博采众长，，打造了打造了

区域区域性中医医疗服务高地性中医医疗服务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