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疆這個多民族、多宗教地區，
民族團結是一個永恆的主題。構建和諧
的民族關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保障，譜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是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夢想，助推
中國夢的實現，是當代中國人熱責任和
使命。因此，民族團結創建工作成為自
治區人民醫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該院是由維吾爾、哈薩克、蒙古、
柯爾克孜、錫伯、回族等20多個民族組
成的大家庭，少數民族職工佔全院職工
總數的33%。自治區人民醫院黨委高度
重視民族團結創建工作，成立了以黨委
書記于愛平為組長的創建工作領導小
組，制定了《自治區人民醫院開展民族
團結模範單位創建活動實施方案》，從
政策宣傳、維護穩定、扶貧濟困、細胞
建設、提高醫療質量、改善醫療服務等
方面入手，把創建工作納入到醫院整體
工作計劃中，納入到醫院考核目標中，
做到有部署、有落實、有考核、有獎
懲。

立足醫院實際
創新活動載體

自治區人民醫院黨委書記於于愛平
說，作為政府主辦的大型公立醫院，自
治區人民醫院是服務社會的重要窗口，
也是面向各族群眾宣傳黨的各項政策的
思想陣地。目前，醫院日均住院患者達
3000餘人、門診量達6000餘人次，前來
看病就醫的少數民族患者所佔比例較
大；在醫院專業技術人員隊伍中，少數
民族醫務人員也佔到約40%，因此，開
展經常性的民族團結教育和祛除宗教極
端思想滲透尤為重要。

院黨委按照自治區黨委和自治區衛
生計生委的統一要求，深入持久地開展
民族團結和去極端化宣傳教育活動，不
斷加強黨的民族理論、民族宗教政策教
育，使廣大黨員幹部認清新疆分裂與反
分裂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和尖銳性，
自覺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堅
定地站在反分裂鬥爭第一線。

院黨委設計印製了1萬份維漢雙語
的 「去極端化」漫畫手冊，隨門診病歷
與住院須知向廣大患者發放，同時發放
8批2454餘份 「去極端化」學習光碟、
畫報、書籍，收到了良好的宣傳效果；
通過製作 「去極端化」維漢雙語的宣傳
欄、電梯燈箱、室內弔旗、LED大屏、
戶外大畫幅宣傳等工作，在全院營造出
了 「去極端化」工作的氛圍；組織黨員
幹部參加醫院舉辦的 「去極端化」承諾
簽名大會，邀請自治區黨校知名專家做
專題講座；以黨支部為單位舉辦了兩場
去極端化演講比賽，舉辦了為期2個月
的 「去極端化」圖片展，受到上級領導
的高度評價。院黨委充分發揮醫療行業
優勢與高級知識分子、醫療專家、少數
民族特培專家橋樑紐帶作用，通過舉辦
座談會等一系列宣傳教育活動，教育和
引導全院職工和來院患者自覺抵禦宗教
極端思想滲透，在反對 「三股勢力」、
維護社會穩定等大是大非問題面前，認
識不含糊、態度不曖昧、行動不動搖，
敢於發聲亮劍，敢於堅決鬥爭。

自治區人民醫院全院各族職工個人
每年捐款達360元合計200餘萬元用於
「訪惠聚」活動、扶貧定點村與職工重

大疾病的幫扶。醫護人員對所醫治的貧
困患者捐款捐物的事例更是不勝枚舉，
譜寫了一曲曲民族團結的讚歌。2015年
6月，該院為近百名愛國宗教人士免費
進行健康體檢並建立個人健康檔案，他
們對醫院的特殊關愛尤為感激，紛紛表
示將立足本職宣講和平、團結、寬容、
善行思想，為全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
作出積極貢獻；7月3日和田地區皮山縣
發生6.5級地震後，該院第一時間派出
緊急醫學救援隊開展救治，讓當地受災
的少數民族老鄉深為感動；結合自治區
成立60周年，該院通過各種形式開展慶
祝活動，大力弘揚 「愛國愛疆、團結奉
獻、勤勞互助、開放進取」的新疆精
神。

落實民族政策
培養少數民族人才

自治區人民醫院把培養和使用少數
民族幹部與科技人才，作為做好民族工
作的重要條件，院黨委積極把綜合素質
較好、工作能力較強的少數民族幹部選
拔到醫院、科室領導崗位上，放手讓他
們在各自不同崗位上勇挑重擔，盡可能
地為少數民族幹部成長創造有利條件。

與此同時，加大對少數民族專業技術人
才的培養，輸送大批少數民族骨幹到內
地、國外進修、深造，大力扶持少數民
族科技骨幹申報國家、自治區科研項目
與研究課題，給予配套科研經費支持，
培養造就了一批素質高、能力強、具有
創新精神的少數民族學科帶頭人。

據自治區人民醫院院長王發省介
紹，在院級領導中，有全國人大代表、
國務院特貼專家、博士生導師、婦科名
譽主任瑪依努爾．尼牙孜和國務院特貼
專家、全國先進工作者、博士生導師、
腹腔鏡、腹壁疝外科主任克力木．阿不
都熱依木副院長等都是這樣的佼佼者；
在科室領導中，口腔、中醫、胸外、胰
腺外科、腫瘤外科等多個專業的學科帶
頭人都是少數民族專家；在普通職工
中，醫院也發掘、樹立和宣傳了一大批
少數民族醫師、技師、護士以及管理、
工勤崗位的優秀員工。

傾力扶持基層醫院
緩解邊遠患者就醫難題

新疆地域遼闊，醫療資源相對匱
乏， 「看病難、看病貴、看病遠」是困
擾邊遠地區貧困農牧民的主要問題。

該院以 「派出一支隊伍、培訓一批
人才、帶好一所醫院、服務一方群眾」
為目標，把 「幫技術、帶隊伍」作為幫
扶基層的重點，每年，醫院都會選派醫
療隊開展巡迴醫療，不定期組織專家隊
伍前往各地州偏遠山區開展診療，免費
為當地各族患者送醫送藥；既方便了各
族農牧民看病就醫，也促進了當地醫務
人員專業技術水平的提高。

該院先後兩次被衛生部和國家中醫
藥管理局表彰為全國 「萬名醫師支援農
村衛生工程」先進集體；連續四年被自
治區衛生計生委評為 「萬名醫師支援農
村衛生工程先進集體」，15名醫療隊員
被評為 「萬名醫師支援農村衛生工程先
進個人」。工程先進集體」，15名醫療
隊員被評為 「萬名醫師支援農村衛生工
程先進個人」。

2015年1月28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在全國醫療
系統啟動了為期三年的 「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行動」 和大型醫院巡查
工作，這兩項工作的開展既是維護醫療衛生事業公益性質的內在要
求，也是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文 胥建華 圖 劉英、孟雅、馬力克

A29 專刊 2016年3月10日 星期四

2015年是深化醫療體制改革的關鍵一
年，是全面完成 「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
年，也是自治區人民醫院醫療改革破冰之
年。該院以開展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活動和
大型醫院巡查為契機，圍繞改善服務態度、
規範醫療行為、提高醫療質量三項工作重
點，在創新管理理念，健全醫療法規、改善
醫療環境、優化醫療服務質量、探索單病種
限價、推動分級診療、提高醫院智能化建設
等方面取得新突破，醫療管理水平和服務能
力顯著提高，醫療質量穩步提升，不斷開創
醫院發展新格局。

三次跨躍
「全預約分時段診療」新模式

自治區人民醫院始建於1934年，是一所
集醫療、教學、科研、預防、保健和社區衛
生服務為一體的大型綜合性三級甲等醫院。
為了改變患者就醫時長時間排隊等候這一難
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自2006年起
實施了電話預約掛號服務，2010年開通電話
預約、網絡預約、現場預約，2012年又開通
了門診護士站、醫生工作站、網絡醫院、隨
訪預約的全預約診療服務，2015年攜手趣醫
網正式上線 「趣醫院」APP，掌上醫院平台
開啟了全新、方便、快捷的互聯網就醫新模
式。歷經三次跨躍，推行 「全預約分時段診
療」就診新模式，有效分流了高峰期就診患
者，讓患者就醫方式更加便捷的同時，極大
改善了患者的就醫體驗。

據自治區人民醫院黨委書記于愛平介
紹，近年來，該院不斷優化服務流程，推進
預約診療服務。該院通過合理布局專業診室
和醫技檢查室，門診樓各樓層均設置辦卡、
繳費系統，使門診患者均衡分布，最大限度
改善擁堵或分布不均狀況，有效改善患者就
醫體驗。按照門診患者和住院患者就診流
量，分時段安排門診醫生出診，實行彈性排
班，節假日專家出診率達40%；暢通急診綠

色通道，實現急診患者優先診療；開通電
話、現場、網絡、診間、手機APP等預約途
徑，鼓勵、宣傳和引導患者通過預約方式進
行就診。嚴格執行預約優先制度，逐步提高
預約比例。目前預約率為7.8%，覆診預約率
為8.2%，住院患者分時段預約檢查比例達到
100%，門診患者分時段預約就診率超過
50%。同時，還針對醫院 「停車難」等問題，
籌備建設全院雙環道車輛通行系統，避免車
輛堵塞，最大限度緩解來院患者停車難問題。

據介紹，自治區人民醫院不斷推進雙向
轉診機制。利用北院、米東分院及醫聯體等
醫療資源，推進分級診療，支持雙向轉診。
通過網絡、電話、窗口、診間、社區等多種
方式、多種途徑，提供預約診療服務，方便
患者預約。實行 「預約優先」，對預約患者
和預約轉診患者優先安排就診。目前我院已
與全疆100餘家醫院建立遠程會診協作關
係，月會診量達800餘例。

立足本土
推廣醫療質量與科研並行

據了解，自治區人民醫院歷時5年餘，
通過自主研發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嵌合式臨
床路徑信息系統，與主要住院指標考核相結
合強化實施中的質量管理，初步探索具有新
疆地域特點的本土化臨床路徑管理模式，各
項指標均達到國家衛生計生委相關要求。截
至2015年12月，該院已開展143928餘例的臨
床路徑管理，涉及到258個病種，科室覆蓋
面95%。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十二五」重
大科技專項等8項臨床路徑系列基金項目的
資助下，該院通過1項自治區級科技成果鑒
定，獲批成立自治區臨床路徑質量控制中
心，以此為基礎指導新疆各級各類醫療機構
開展臨床路徑工作，有效促進全疆臨床路徑
的實施和推廣，為醫療保障支付制度改革奠
定基礎。

臨床路徑信息化管理是建設數字化醫院

的必然趨勢。截至2015年9月，該院已在臨
床路徑及其信息化方面累計投入400餘萬
元，嵌合式臨床路徑信息系統的研發和運
行，對與HIS相關的CIS、LIS、PACS等信息
系統的全面有效集成提出更高的要求，滿足
了臨床 「標準統一、流程優化、系統集成、
信息共享」的需求，向實現 「高效、低耗、
智能」的數字化醫院管理目標邁進一大步。

發揮優勢醫療資源
拓寬醫療服務領域

新疆地處祖國西北邊陲，周邊與8個國
家接壤，是中國連接中亞、南亞、西亞和歐
洲的重要陸路通道，隨着國家 「一帶一路」
發展戰略的推進，新疆與周邊國家醫療衛生
領域的交流合作也日益頻繁。據自治區人民
醫院院長王發省介紹，按照自治區黨委和自
治區衛生計生委關於加快絲綢之路經濟帶核
心區醫療服務中心的建設要求，該院充分發
揮地緣優勢、醫療資源優勢和人文優勢，進
一步拓寬醫療服務對外交流合作領域。

早在2008年，該院就設立了國際醫療服
務部，由專人負責外籍患者的接待、信息登
記、分診、診療、預約安排大型檢查、辦理
住院、對外聯絡等工作，為外籍患者專門開
通了綠色通道，優先安排檢查，優先解決床
位，吸引了大量外籍患者前來就診。為吉爾
吉斯斯坦9歲患兒成功摘除胸髓內先天性腫
瘤、採用微創技術為俄羅斯籍重症患者同時
實施 「腹腔鏡下可調節捆紮帶胃減容術」、
「膽囊切除術」和 「臍疝修補術」3項手術

獲得成功、為57歲的哈薩克斯坦患者成功實
施左側面部惡性腫瘤腺樣囊性癌……這些手
術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的成功實
施，不僅惠及患者本人，更為醫院在周邊國
家贏得了良好的口碑，目前，醫院年均接待
外籍患者4000餘人次。

應哈薩克斯坦衛生部等相關部門邀請，
該院派遣專家前往哈國開展學術指導、手術
示教等，組團前往哈國訪問交流並建立遠程
會診合作備忘錄。去年11月，來自周邊6國
的18名衛生主管部門負責人、專家學者組團
到該院就國際醫療服務相關事宜進行訪問交
流。12月，中歐國際醫院管理技術研究院新
疆分院在自治區人民醫院成立，此舉亦是該
院貫徹落實國家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扎

實推進新疆醫院管理與培訓工作，促進新疆
地區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重大舉措。

優化診療環境與流程
提升患者就醫體驗

2015年9月，自治區人民醫院新門診綜
合病房樓正式投入使用，門診就診環境得到
明顯改善，就診流程進一步優化。據了解，
該 院 門 診 病 房 綜 合 樓 工 程 已 榮 獲 了
2014-2015 年 度 中 國 建 設 工 程 「魯 班
獎」。

該院新門診綜合病房樓於2012年動工，
歷時3年，於今年9月正式投入使用，是西北
地區單體建築面積最大、功能最全的醫療建
築。該樓總建築面積為11萬平方米，設計床
位900張，地下3層，地上23層，集醫技、門
診、手術、病房、立體停車庫等功能於一
體，是自治區 「十二五」的重點民生工程。

自治區人民醫院目前信息化水平已進入
全國先進行列。目前，該院已順利通過了電
子病歷系統功能五級應用水平評審。全疆首
家開通 「掌上醫院」及微信醫院，多渠道、
多路徑給患者提供就診便利條件；通過HIS
系統改造，實現互聯網與手機的門診全時段
預約功能，實施就診區無線WIFI全覆蓋，確

保手機醫院、微信醫院暢通使用，讓患者感
受全新的就醫體驗。通過這一系列措施，進
一步規範了診療行為，優化了診療流程，提
高了醫療服務質量，改善了患者就醫體驗。

2015年，在全院各族職工的辛勤工作
下，自治區人民醫院醫療質量、服務能力和
服務水平大幅提升，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認
可。經中央文明委審核，該院繼續保留全國
文明單位榮譽稱號。同時，該院還榮獲了全
國醫院文化建設先進單位、全國醫療服務價
格和成本監測工作先進單位、改善醫療服務
活動計劃．創新服務示範醫院、全國醫院感
染橫斷面調查先進單位、並被國家衛生計生
委確定為腦卒中防治示範基地醫院，被中國
醫學會授予氣道管理培訓中心、醫學影像技
術臨床實踐技能培訓基地和肺功能檢查規範
化培訓單位；還是中國紅十字基金 「天使」
陽光基金定點醫院、自治區學會先進集體、
烏魯木齊天山區民族團結模範單位等。86人
榮獲國家級、自治區級各類榮譽獎項。

2016年是實施 「十三五」發展規劃的開
局之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將進一
步改善醫療服務和大型醫院巡查活動，繼續
深化大型醫院改革，積極探索醫院新型經營
管理模式，為實現 「十三五」良好開局，為
實現 「健康中國夢」再次揚帆起航。

新 疆 維 吾 爾 自 治 區 人 民 醫 院新 疆 維 吾 爾 自 治 區 人 民 醫 院
不斷改善醫療服務
實現健康中國夢

探索醫療集團聯合體之路
做醫療體制改革排頭兵

2015年8月18日， 「新疆絲綢之路經濟
帶核心區醫聯體互聯網＋智慧醫療」簽約啟
動儀式在自治區人民醫院隆重舉行。這標誌
着自治區人民醫院醫聯體醫療信息化建設也
翻開了嶄新的一頁。為加大醫聯體工作的力
度，促進工作可持續發展，該院專門成立了
醫聯體管理委員會，由院長任主任委員，下
設辦公室，掛靠在醫務部，專門負責醫聯體
工作的落實和日常工作。

建立新型診療制度
提升醫療資源配置效率

作為醫療衛生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模
式，醫療聯合體在完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
設，加快推進基層首診、分級診療、急慢分
治和雙向轉診的實施，切實提升醫療衛生資
源配置效率，降低不必要的醫療費用支出，
實現醫療衛生事業科學、健康、可持續發展
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改變目前我國醫療
衛生服務體系中基層醫療衛生資源嚴重不
足、大醫院人滿為患的倒金字塔結構的有效
途徑之一。

2013年，時任國家衛生部部長陳竺同志
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明確提出： 「在優質
資源不足的情況下，還有一些二級醫院的資
源仍處於閒置狀態，所以要加快探索建立區
域醫療聯合體。由一兩家大型公立醫院聯合
若干家二級醫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組成醫
聯體，使二級醫院成為大醫院的分院，社區
衛生服務中心成為大醫院辦在社區的服務
點、教學點，從而引導患者分層就醫。」不
到兩年，推進區域醫療聯合體工作已成為我
國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
全國一些大醫院紛紛開始探索和實踐醫聯體
工作，自治區人民醫院的醫聯體工作也應運
而生。

目前，自治區人民醫院開放床位3000餘
張，職工5000餘人，擁有醫學博士、碩士
800餘名，年門診診療人數180餘萬人次，出
院病人12萬餘人次，手術例數8萬餘例，先
後承擔 「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國家
科技惠民計劃項目等國家級科研項目49項、
協作項目30項、省部級課題89項、衛生廳級
課題30項、烏魯木齊市項目7項。以上數據
展現了醫院的綜合實力，表明該院有能力、
有責任、有信心做好醫聯體工作。

攜手58所醫院
建立醫聯體合作模式

據自治區人民醫院院長王發省介紹，目

前自治區人民醫院已與58家地州、縣級醫院
簽訂了醫聯體合作協議，使基層醫院和當地
患者得到了實惠。其中，哈密地區中心醫
院、阜康市人民醫院、英吉沙縣人民醫院和
托裏縣人民醫院的工作尤為突出。

新疆哈密地區中心醫院消化科與自治區
人民醫院消化科建立了順暢的雙向轉診制
度，在自治區人民醫院消化科高峰主任的指
導下，該院制定了2015年至2017年消化科發
展規劃。

新疆阜康市人民醫院加入醫聯體不到半
年，已向自治區人民醫院泌尿科轉診病人20
餘人次，派出了4名醫生來該院短期培訓，
開展遠程會診6次，手術示教4次。同時，該
院還多次邀請自治區人民醫院專家前去坐
診，和核心醫院的優質醫療資源共享，增強
了基層醫院的吸引力和發展力。

2015年7月份，該院中醫科主任哈力甫
．阿布拉帶領專家團隊將穴位敷貼治療咳喘
病技術帶到了英吉沙縣人民醫院，僅半天就
吸引了當地200餘患者前來就診。該院與人
民醫院泌尿中心開展遠程會診4次，手術指
導10次，派來進修培訓4人，還邀請人民醫
院護理部專家前去幫助工作。英吉沙縣人民
醫院對醫聯體工作的認識使科室得到了迅速
的發展，醫務人員的醫療行為更加規範、醫
療制度更加健全，相關業務也得到了拓展。
醫聯體是加快深化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又一
新舉措。自治區人民醫院醫聯體目前已有58
家成員單位，作為核心醫院，通過醫聯體這
種模式實現 「基層首診、雙向轉診」，這種
新型的診療制度，通過 「急慢分治、上下聯
動」，不斷完善醫聯體內部的工作內涵，最
終實現國家醫改目標，老百姓看病便捷，看
得起病，看得好病。

發揮公立醫院優勢
譜寫民族團結之歌

▲自治區人民醫院醫療隊赴阿勒泰地
區巡迴醫療到牧民家中義診

▶▶中國建設工中國建設工
程魯班獎獎杯程魯班獎獎杯

▲引領．變革—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醫院醫聯體大會第
一屆年會

▲博士生導師自治區人民醫院副院長李南方在和田縣
進行高血壓病篩查時給患者免費發放藥品

▲新疆首例心臟移植患者李慶仁至今已健康生存13周年，在醫院晚上值班，白天還
兼職當快遞員

▲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醫聯體 「互聯
網＋智慧醫療」 項目在我院啟動

◀三八婦女節少數
民族小患者給護士
阿姨獻花

▲血管外科專家副院長戈小虎（左一）看望來自俄羅斯的
肝移植術後病人 田莉攝

▲5月26日，院黨委書記于愛平（右一）、院長王發省（右二）
為中國紅基會天使陽光基金定點醫院揭牌

▲全國人大代表、婦科主任瑪依努
爾．尼亞孜，在 「春苗工程」 自治
區人民醫院啟動儀式上致辭

▲副院長克力木．阿不都熱依木教授手術帶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