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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观察·聚焦人文科室建设▶▶▶

不久前，段英收到一封特别的感
谢信。

说它特别，在于感谢信的落款——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漫路乡
唐家湾村全体村民。

“一个人、一个家庭写来的感谢
信，我们收到过不少，但以一个村子
的名义寄来的信却并不常见。”作为
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中心主任医师，段
英感到有些意外。

这是怎么回事呢？故事要从段英
见到辰辰 （化名） 的那一天说起。

一封特别的感谢信

那是春节前的一天，段英出门诊
时，进来两大一小3个人。小男孩是
8岁的辰辰，瘦瘦的身材却挺着一个
大肚子。

让段英奇怪的是，两个大人，被
介绍是父亲的那位，稍显木讷，并不
言语；辰辰的病情，都是另外一个中
年人在叙述。后来，段英才知道，父
亲患有听力障碍，是唐家湾的村支书
陪着父子千里赴京求医。

检查发现，辰辰确诊为乙肝、肝
硬化，其它疾病还需要进一步诊断。
辰辰随即被收治入院，团队立即给予
其针对性的抗病毒治疗。

在诊治过程中，肝病中心的医护
人员对辰辰的家庭情况有了进一步了
解：他的父母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疾，
一家人常年靠低保生活；雪上加霜的
是，辰辰和姐姐这几年都查出患有疾
病，辰辰这次是因肚里装着像“小地
瓜”一样的巨脾，才在全村的帮助下
赴京就诊。

8岁的男孩正是半大小子、少不
更事之际，每每查房时，总要和护士
闹着玩“捉迷藏”。“能吃能喝，调皮
得很。”护士长赵晓芳回忆道，“后
来，我们了解到，为了让辰辰得到更
好的救治，村支书在村里发起捐款活
动，集全村力量帮助这个困难家庭，
凑出了进京的路费和医药费。”

“辰辰一家很不容易，我们尽可
能提供便利，各种检查尽可能提前安
排。”段英说，“为了帮他爸爸和村支
书省下住旅馆的钱，还安排了一个双
人间让他们陪住。”

随着时间的推移，辰辰看病的
钱逐渐见底了。同时，段英知道了
他 姐 姐 也 患 病 的 事 ， 决 定 自 掏 腰
包，为这个困难的家庭捐赠一部分
费用。“下次再来把姐姐也带上，孩
子的病耽误不得。”闻听段英此言，
村支书和父亲激动万分，表示要送
一面锦旗。

“千万别花这笔钱，我们可不
收。”段英赶忙拒绝。

不收锦旗，感谢信总可以吧？
“在住院期间，（我们）得到了大

家的关怀与帮助，（你们）提供了很
多便利……庆幸小辰辰遇到你们这些
好人了，特别是段主任，还捐了伍仟
元现金。这是首都的形象，这是高尚
的医德，尤为珍贵，给我们留下了非
常好的印象。再次表示感谢！我已致
电12345表扬并表达了我们全村的谢
意，祝你们新年快乐！”

于是，这样一封代表全体村民心
意的手写信飞越 1650 公里，送到段

英和科室全体医护人员的手中。
近日，段英再次拨通了辰辰家的

电话，在得知辰辰姐弟状况良好后，
感到很欣慰。“我们会继续关注姐弟
俩的情况，看他们放暑假的时候能不
能再过来，一方面需要查查血液的问
题，一方面看是不是有遗传代谢方面
的问题。”她说。

段英从医快 30 年了。“当医生
时间越长，越能感受到医疗手段的
局 限 性 ， 越 觉 得 人 文 关 怀 的 重 要
性。”她说，“技术是有限的，关怀
是无限的。”

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

作 为 我 国 公 共 卫 生 体 系 中 的
“国家级战略应急部队”，北京地坛
医院深刻把握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
是卫生健康领域“国之重器”的战
略定位，建院 70 多年来一直坚守在
传染病防治一线。在构建高质高效
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地坛医院始
终把人文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这对
一家以传染病防治为特色的医院来
说，尤其重要。

传染病患者除了面对疾病的侵
害，往往还要面对污名化的困扰。比
如传染病的典型代表——肝炎，肝炎
患者的生活、居住、经济条件往往偏
弱，导致他们的病耻感往往较强。因
此，对传染病患者的人文关怀尤其需
要重视。

“一方面，我们要提供精准的医
疗服务，另一方面，要站在患者的
角度为其着想，与他们共情，给予
足够的关怀。”段英说，“这么一
来，哪怕囿于医疗手段的局限，这
个病最后没治好，患者还是会理解
我们，感谢我们。”

北京地坛医院党委书记潘峰表
示，医学不仅具有科学属性，还兼
具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从某些方
面来说，人文精神是医学的核心价
值。“医学是直接面对人的科学，比
其他科学更强调人文关怀。随着医
学模式由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
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
医疗服务中也更关注患者的需求和
感受，更强调对患者的尊重、关心

和爱护，医院的服务目标也应从治
病转向人的整体、全面的健康。医
学 如 果 脱 离 了 人 文 ， 就 失 去 了 灵
魂，治疗疾病就像修理一台没有生
命的机器。”

沟通是门学问，交流需要技巧。
对此，中西医结合中心的护士长陈新
征很有心得。

“与患者沟通的过程中，我们首
先会明确表示咱们是同一战壕的，
共同对付疾病，这样患者就不会站
在我们的对立面。”陈新征说，“再
有 ， 就 是 要 有 效 倾 听 。 什 么 叫 有
效？患者可能会说很多话，既要控
制他/她的表达，有技巧地打断，不
然别的患者就照顾不周了，还得切
实适时地加以肯定。”

怎么肯定？陈新征举例说明：
“比如，患者遵医嘱，有规律地记录
了血压，记录了血糖，要表示认同和
肯定。还有，要认可他/她的行为和
反应是正常的，比如患者感觉不舒
服，感到灰心沮丧，你要认同他/她
的这个表现是正常的。我们经常说，
你表现得比很多人都很好了。”

如此一来，“患者就觉得确实是
跟我们站在同一战壕了，后续的沟通
就会顺畅很多。我不敢说对 100%的
人都有效，但是对大多数人是有效
的。”陈新征说，为了让大家熟练掌
握这些沟通技巧，中西医结合中心经
常组织模拟演练，加深认识。

一位“刺头患者”的转变

人文医学的发展，近些年进入快
车道。对此，神经医学中心副主任医
师姜美娟很有感触。

“上学时，我们学校没有开过人
文医学的相关课程。如今，一些大
学开设了人文医学相关的专业和课
程，北京大学还有专门的医学人文
学 院 ， 理 论 研 究 的 内 容 更 加 丰 富
了。”姜美娟说，“如今的医学人文
已 经 不 单 单 是 靠 个 人 情 怀 来 支 撑
了，而是有很多政策上的支持、理
论上的支撑，更加专业化、科学化
和系统化了，值得我们持之以恒地
坚持和发扬下去。”

对人文医学的前景，姜美娟充满

信心，哪怕她接诊过一些“刺头患者”。
神经医学中心有一个特色的专

科项目，就是神经梅毒。有一次，
科室收治了一个年轻的患者，同时
也是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在其专业
领域非常优秀。因此，这位患者很
有“主见”。

“他外语特别好，我们查房的时
候，他会提早把他的电脑打开，把一
篇一篇英文文献给你摆好了，你说一
句他怼一句，不认可我们的诊疗方
案。”姜美娟说，“其实现在很多医生
也会碰到这种问题，因为互联网越来
越发达，人工智能也越来越先进，很
多人看病之前会先在网上搜一下自己
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一般怎么治。他
就拿着这些东西跟你‘作对’。”

遇到这样的患者，“我们团队从
内心其实是认可和鼓励这种行为的。
因为人只有面对自己未知的领域，才
会过度关注和焦虑，才会产生逆反的
心 理 ， 这 其 实 是 一 个 很 正 常 的 反
应。”姜美娟说，“我们就对他说，你
这样挺好，我们来一起学习你找的这
些东西吧。然后，我们要做得让他信
服，因为我们更专业，更有临床经
验。他外语再好，能把那些文献翻译
出来，但是他只知道其表面意思，无
法跟自身情况相关联、相结合。对
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自信，他最后就
会认可。果然，后来他服了，说我来
找你们，真来对了。”

通过细致的工作，姜美娟把这位
“刺头患者”转变为“粉丝”，进而成
为“助手”。

“有一次，我们要查看一篇最新
的文献，可怎么也找不到。而他查文
献的方法比我们更先进，帮我们查到
了。”姜美娟说，“因此，医患之间，
绝非对立面，我们是互相帮助、携手
并进的。”

通过推进医院人文建设，潘峰
发现，人文搞得好的科室，医患关
系就好，患者满意度高，科室凝聚
力也特别好，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不光如此，家庭关系也从中获益匪
浅。”他说，“因为我们回家，不是
带 着 负 能 量 。 送 人 玫 瑰 ， 手 有 余
香，帮助了别人，个人的幸福指数
也是不断提升的。在潜移默化中，
这种人文精神也得到了传播，播撒
到家庭，播撒到社会。”

（本文配图皆为受访者提供）

北京地坛医院以患者为中心提升诊疗服务

以人文建设促医患和谐
本报记者 熊 建

不久前，《中医药文化 （英文版）》被新兴
源引文索引 （ESCI） 数据库收录，是全球首本
被收录的中医药人文领域学术期刊。

ESCI数据库是全球权威的学术信息数据库
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核心子集之一，收录 《中
医药文化 （英文版）》，一方面有助于中医药国
际学术话语权构建，一方面也说明中医药文化
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认可。

自 《黄帝内经》 问世以来，凝聚着深邃中
国哲学智慧的众多中医药学典籍论述，犹如闪
亮的星云，荟萃于中华文明的浩渺苍穹。医易
相通的中医药学立医逻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的现实需要、实现文化自信自强的时代使命，
都决定了中医药文化在新时代能够易变自新，
也必然要走好发展弘扬之路。

鉴往所以知来，守正故能创新。悠久的中
医药历史文化孕育了无尽的宝藏，这是当下中
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基点。

首先，要巩固中医药学的主体性。中医药
学蕴含的天人相应、阴阳统一、辨证施治、未
病先防等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是中医药学的根
和魂，以此为统领形成的独特的理、法、方、
药等构成了中医药学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
中医药学哲学观、方法论上的坚定自我，是中
医药学生命力的根本依托，为我们观照和研究
外国医学成果提供了原点站位和信念支点。

其次，要汲取中医药历史文化精髓，系统
研究五千年来全国不同地域留存的中医药典籍
遗迹、名方名药、典故风俗等，在古籍整理、
古迹发掘、古风探寻中窥见古人因地因时、因
材施治的智慧思虑，发现中华民族历经千秋百
疫而不衰的必然文化逻辑和历史逻辑，形成滋
润现代中医药文化之树常青的丰沛源泉。

第三，源远方可流长，根深才能叶茂。要
坚持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持续
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为谱写中医药文化新的
辉煌篇章奠定坚实基础。

加强整体布局。不断强化组织领导、协调
联动、制度更新和末端落实，加大经费、人才
和科技保障力度，以主流力量撬动社会力量为
中医药文化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健全服务体系。以发挥中医药“简、便、验、廉”和治未病的特色
优势为着力点，大力加强中医院、中医药馆建设，加强综合医院中医科
室配置，做优做强骨科、儿科、针灸等中医特色专科，不断优化中医药
人才成长路径，借助信息化技术实现高水平中医 Al 辅助诊疗和远程诊
疗，在全方位质效提升中强化中医药文化自觉。

加强中西医协同研究。2017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彰了研究
成果“控制昼夜节律的分子机制”，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灵枢》 就归
纳出“子午流注”，暨人体经脉气血流注根据时间节律以及阴阳、五行、
天干、地支等因素发生规律性变化。要以中医的自然观、辩证观等理念
拓展西医研究思维，以西医等前沿科技对传统抽象的中医药学理论逻
辑、范畴术语开展实证研究，争取在阴阳、脏腑、经络、中医药纳米化
研究等领域产生突破性进展，使传统中医药学的概念对照更精准、病症
划分更精确、用药治病更精细。

坚持以人为本，强化人民在中医药文化建设、需求和传播中的主体
地位，把为人民健康服务作为发展弘扬中医药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使中医药文化在群众实际获得感中展现强大生命力和强大传播力。

加大中医药文化活动和产品供给。将中医药文化深度融入各类文体
活动开展和文化产品创作中，广泛开展中医药健康知识大赛、短视频征
集、文化精品遴选、悦读中医等系列活动，推出一批优质的中医药题材
文学作品、美术作品以及纪录片、影视剧等广播电视和网络节目。

建立中医药文化传播体系。着眼于提升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
持续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队伍建设，推动中医药博物馆等文化事业和中
医药文化旅游产业加快发展，健全线上线下融合衔接的传播体系，推动
简易管用的中医药理念技法“飞入寻常百姓家”。

推动中医药文化海外应用传播。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的根本途径和
目的是悬壶济民于五洲四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以中医药“三因制
宜”为指导，以砭、针、灸、药等成熟技法为先驱，针对当地验方土药
和动植物开展性味归经研究，结合当地风土人情优化诊疗话语体系，争
取在防疫、难民救治等事件中发挥积极作用，使中医药在海外完成从被
接纳、信任到习惯和热衷的文化浸润之旅。

（作者均为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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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

陈新征与患者交流。陈新征与患者交流。 姜美娟在为患者做检查。姜美娟在为患者做检查。 段英在查房。

随着三伏天气的到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泉市中医医
院提前启动三伏贴活动，以满足患者的需求。图为福泉市中医医院医务
人员将制作三伏贴的药粉加入药浆揉搓成团。

黄 欢摄 （人民视觉）

本报电（陈得）日前，
中 国 平 安 家 庭 医 生 品 牌
升级大会在上海举办。会
上，中国平安宣布正式升
级家庭医生服务品牌“平
安家医”，发布“11312”一
站 式 主 动 健 康 管 理 服 务
体系。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
的加剧，百姓健康需求呈
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趋
势。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
分 会 主 任 委 员 迟 春 花 表
示，为适应和满足当前公
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开展家庭医生服务并寻找
更优的服务运行模式成为
新时期卫生体制改革的必
然趋势。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任重道
远，持续探索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模式，利用先进的
互联网技术，不断优化和

完善服务内容和流程，应
是 全 社 会 共 同 努 力 的 方
向。”迟春花说。

作为平安集团医疗养
老生态圈旗舰，平安健康
持 续 深 耕 “ 家 庭 医 生 ”

“养老管家”两大核心枢
纽建设，近年来已成为专
业、全面、高品质、一站
式的医疗健康养老管理服
务提供商。截至 2023 年，
旗 下 家 庭 医 生 会 员 已 近
1300万人。

平 安 健 康 董 事 长 兼
CEO 李斗表示，全新升
级后的“平安家医”将打
造“11312”一站式主动
健康管理服务体系，通过
一个专属家庭医生入口，
即可体验省心、省时、又
省钱的一站式家庭健康管
理服务，全方位为用户延
长 健 康 寿 命 ， 提 高 生 命
质量。

﹃
平
安
家
医
﹄
全
新
升
级

“你的血压控制得很好，还是
要坚持每天按时吃药。”日前，患
有高血压多年的四川省眉山市青神
县高台镇富塘村村民游学琴，到富
塘村南坝子第一卫生室找村医刘焰
测血压后，刘焰边给她开药边叮
嘱道。

刘焰是游学琴的医保个性化签
约服务家庭医生。除了参保外，游
学琴每年仅另交120元的高血压病
个性服务费，当年的高血压用药和
检查就免费。在今天的青神县，像
游学琴这样在家门口的村和社区医
务室就能享受“两病”（高血压、
糖 尿 病） 签 约 服 务 的 人 员 已 达
5200多人。

近年来，青神县医疗保障局在
坚决贯彻国家、省、市“两病”门

诊用药保障相关要求中，聚焦进一
步减轻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用药负
担，通过在组织机制、管理政策、
服务模式和监管等方面不断创新

“两病”医防结合新举措，持续提
高“两病”规范化管理水平，从而
提升参保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安全感。

青神县医保局局长罗姝毅说，
该局与卫健、市场监管部门协同联
动，重点从用药保障、源头认定、
待遇享受、健康教育、政策宣传等
方面进行考核，做到有奖有惩，推
动“两病”管理政策落地落实。目
前，全县“两病”患者知晓率、规
范化管理率和合理用药率稳步提
高，以高血压、糖尿病为主诊断的
住院患者人次均有所下降。

四川省青神县——

推出“两病”医防结合新举措
姚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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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电（记者庞革平） 记者从广西医保局获悉，近期，该局通过调
研走访等方式多渠道了解群众需求，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出发，在
国家谈判药落地的基础上精准施策，将36种适用于门诊治疗的罕见病药品纳
入单列门诊统筹支付，惠及多发性硬化、发作性睡病、戈谢病等27种罕见病
患者群体，调整后广西单列门诊统筹支付药品总数达到72种。

比如，治疗多发性硬化的氨吡啶缓释片，以往在门诊治疗只能享受普通
门诊统筹待遇，年治疗费用约1.2万元，按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待遇 （起付
线 300 元、报销比例 50%、基金支付限额 2000 元/年） 计算，每年报销 2000
元，个人需负担1万元。纳入单列门诊统筹支付后，患者可以直接在门诊享受
较高的报销待遇 （不设起付线，报销比例70%，基金支付限额为8万元/年），
每年可报销8400元，个人负担降为3600元，实际报销比例由原来的17%提高
至70%。

广西提升罕见病药品门诊报销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