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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孙友和及下转病人叶俊

平均一天1.5台 小医院也能做大手术
天长医共体内“远程会诊”让基层医院更有“底气”

医共体快捷窗口 新华社记者 张端/摄

天长市汊涧镇中心卫生院是以天长市
人民医院为牵头单位的"1+1+1"医共体中
的第二个"1"。在医改之前，市医院往往人
满为患，一位难求，而乡镇医院只承担着最
基本的公共卫生和基础医疗的作用，疑难
病或者重大手术通常不在其业务范围内。
而且，基层医院也不是老百姓的看病首选。

然而，日前，记者在汊涧镇中心卫生
院见到了一位通过远程会诊成功进行了
骨折手术的85岁病人，手术名称叫“切
开复位内固定术”。据了解，由于病人年
纪大，心脏功能不好，手术的难度和风险
都较大，类似的手术此前在汊涧镇是无
法操作的，病人会直接被转到市医院。
如今，在上级医院的支持和老百姓的信
赖下，乡镇医院做“大手术”也更有“底
气”了。 ▋记者 汪婷婷 文/图

远程会诊
以前不敢做的手术也敢做了

据了解，85岁的周文玉老人是今年2月4日在汊涧
镇中心卫生院做的手术。2月9日，就在记者采访的当
天，汊涧镇通过远程会诊和市人民医院做了术后交流，
结果一切顺利，老人只等拆线回家了。

“病人1月26日在天长市人民医院拍了片子，30号
入我们卫生院，2月4号进行了手术。术前和术后都由
市医院给我们做远程指导，上联单位还有安徽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南京军区总院等三甲医院。有了他
们的支持，我们操作起来更有底气了。”汊涧镇中心卫
生院外科医生王长富告诉记者。

老人的女儿胡传芳回忆，母亲大年二十九发生了
骨折，全家都很担心，有人说要去天长做，但胡传芳觉
得在汊涧镇做是一样的。“母亲年纪大了，在天长做不
方便。这里离家近，医生把片子传给市医院专家，由他
们提供技术指导，我们家属很放心。”不仅是出于对镇
医院的信赖，费用方面更是减轻了不少负担。“这个手
术在市医院要1.8万左右，报销后也要花个五六千。在
镇上做，报销后大概只花2000块。”胡传芳说。

“通过远程会诊，市医院给了我们麻醉等方面的指
导。如果手术中真的出现问题，市医院的专家20分钟内
就会赶来会诊。”王长富介绍说，如此一来，以前不敢做的
手术也敢做了。

术后下转回乡镇
病人康复更方便

除了周文玉，记者还在汊涧镇中心卫生院见到了
刚从市人民医院下转的病人叶俊。令人感叹的是，一
个多小时前，记者才在市人民医院见过他。据汊涧镇
中心卫生院院长孙友和介绍，叶俊是2月8日在天长市
人民医院做的放疗，2月9日上午做完抽血化验一切正
常后，就被救护车和主治医生送回了乡镇卫生院。

记者随后采访了叶俊的主治医师、天长市人民医院
肿瘤二科副主任徐云峰。徐云峰说，叶俊同时生了食管
癌和胃癌两个部分的肿瘤，情况特殊。“两个肿瘤的治疗
方法不一样，同时手术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给他制定
的治疗方案是：先进行食管癌的放疗，放疗期间同时进
行胃癌的化疗。病情稳定后，给他安排了胃癌的根治手
术，术后恢复得不错。”徐云峰说，病人后期的康复就交接
给镇医院了，他第一周会下去查房。

在汊涧镇中心卫生院的康复病房里，叶俊告诉记
者，一开始得知自己患了两个肿瘤后，也去了南京军区
肿瘤医院就诊。然而，对方提出了和市医院一样的治
疗方案，出于对市医院的信任和费用问题，他选择回来
做放疗和化疗，再加上治疗期间病情会反复，他则就近
在汊涧镇做。

“我家在汊涧镇汊北村，卫生院向北走 5 里路就到
了，子女都在身边，很方便。”62 岁的叶俊说，自己在镇
上调养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回家了。

孙友和告诉记者，汊涧镇下设四个村、一
个社区服务中心，该卫生院的服务人口3万
左右，门诊人次则达到了5万，“现在来我们这
里问诊的不光是汊涧镇的村民，还有很多周
边乡镇的，服务范围越来越大了。”据统计，如
今有超过一半的天长百姓问诊会首选乡镇卫
生院。

“医共体之前，大小医院是各做各的，
一旦有个疑难杂症，我们解决不了或者怕
承担风险，想请大医院医生来会诊的话，还
需要出费用。如今，我们成为了利益共同
体、责任共同体，共同目标是解决老百姓看
病问题。”孙友和说。

虽然卫生院的能力和自信与过去相比
大大提升了，但悬在孙友和心中还有两个
重要的问题：人才和设备。“我们卫生院 58
个人员编制，目前才 52 个人，年轻的医务
人员尤其是临床人才处于断层状态，护士
也急缺。”另外，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孙友
和正在与上级医院协商引进 CT、腹腔镜
等设备。

“2016 年，我们卫生院的手术次数达到了 545
台，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小医院一天也能做个 1.5
台手术了！”孙友和露出自豪的神情，这个数据在
两年前还只是一半。他表示，现在一般的手术都可
以在卫生院直接做，疑难手术在市医院的远程指导
下完成也不是问题。孙友和还说，自己最近也刚做
了髋关节置换手术，之前这样的手术他一年做 10
例左右，而现在一年大概能做30例。

“医共体实施后，由市医院给我们做指导和帮
扶，病人更信任我们了；我们的病人上转到市里也有
绿色通道，很方便。2016 年，我们一共下转了 400
多人次的病人，远远超过上转的 100 多人次。”孙友
和说。

对于医供体内的医保基金，孙友和表示，结余部
分的30%用于医院的发展，其他的可以自行支配，如
用来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等。“2016 年我们的医
疗收入是 835 万，中高级以上职称的医务人员年收
入能达到 8 万多，全镇医务人员的平均年收入也达
到了六七万，之前只有两三万。这样一来，医务人员
的福利待遇提高了，积极性和动力也足了。”孙友和
通过直观的对比，向记者解释了医改对基层医务人
员的影响。

从中国的行政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到，天长市

位于安徽的最东边，三面环苏，市区距离扬州和南

京更是比省会合肥近得多。从合肥驱车前往天

长，目前最便捷的方式是从江苏境内拐个弯儿。

因此，医共体实施之前，天长百姓得了大病、疑难

病往往第一反应是去这两个地方就医，乡镇医院

更是不在考虑范围内了。

汊涧镇中心卫生院孙友和院长在接受采访时

反复提到“底气”、“自信”，让记者印象深刻。操

着手术刀的医者如果没有这份“自信”，患者如何

将健康系之、性命托之呢？如今，正是天长医共体

内的上下联动、同心同德，才让基层医院有了这份

“自信”。

记者手记：

门诊人次一年达5万
市镇乡不再“各自为政”

平均一天1.5台手术
医生积极性更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