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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
曾经战功卓著的三五九旅部队的休养
连，如今的新疆兵团第一师医院，已
经发展成为南疆规模最大、设备精
尖、学科健全的综合性三甲医院。

走进这家沙漠旁的医院，医护人
员最常提到的一句话，便是“‘治
心’重于治病”。

“今天，我们的硬件有了很大改
善。同时，我们坚持在医院学科建设
中融入人性化关怀，用真心、耐心、
贴心、诚心对待每一名病患，努力打
造一所有温度、有情怀的医院，为患
者营造家一般的诊疗服务氛围。”第
一师医院院长陈大进说。

“治心”重于治病

“我在网上查过了，医生。”见到
医生巩彤彤，患者李文华就开始滔滔
不绝说起他在网上查到的资料，脸上
满满都是忧虑。

巩彤彤没有打断他，耐心听完了
李文华略显杂乱的倾诉和唠叨，对他
进行了仔细诊断，判断他的病并不
严重。

“你身体没问题，很快就能好。”
巩彤彤说，“主要问题是你上网查找
病因时，把各种疑难杂症都往自己身
上套，产生了很大的心理负担。”

相对于治疗，这位患者更需要的
是医生的“话”疗。巩彤彤耐心的心
理疏导，打消了李文华的顾虑，他的
病情也很快治愈了。

“‘治心’重于治病，一句暖心
话胜过一剂良药。”这是巩彤彤刚当
医生时，消化内科主任梁新文跟他说
的话。

“刚开始，我理解得并不深刻。
但一个个活生生的案例，让我深深懂
得了这句话蕴含的力量。”巩彤彤说。

王军确诊为胃癌早期，但家属并
未告诉他真相，而王军自己有所怀
疑，心情非常沉重。主治医生梁新文
和家属沟通后，决定告诉患者只是胃
部息肉，配合治疗很快就能康复。

“听到这话，王军精神好了许
多，治疗效果也比同类病人要好。我
这才更深刻理解到——患者的精神状
态和情绪，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他们
的配合程度、治疗效果以及预后。而
他们的状态和情绪，很大程度上受到
医生话语和态度的影响。”巩彤彤
说，此后，他更加注重把“治心”用
于行医实践中。

“作为一名医生，不仅要了解患
者本身的疾病变化，更要了解患者
的心理变化；不仅要减轻他们身体
上的病痛，还要带给他们生活的希
望和信心。”巩彤彤说，“一台机器
坏了，工程师可以不带任何感情地
说，修不好了，报废吧。但医生面
对的是活生生的患者，而不是没有
生命的机器。所以，我们不仅需要
精湛的医术，更需要感情投入，去
尊重患者、关心患者。”

不只是巩彤彤。在兵团第一师医

院，“‘治心’重于治病”已经是所
有年轻医生的第一课。

疾病有治疗、心病
有调理、心事有人解

“提倡人文关怀是现今医学发展
的主旋律。我们从建立机制着手，鼓
励资深医生从言传身教入手，让治病
更‘治心’成为医生的职业习惯。”
陈大进说，面对情况各异的患者，第
一师医院提出“双重关注、双重治
疗”的救治理念，构建了“疾病有治
疗 、 心 病 有 调 理 、 心 事 有 人 解 ”
机制。

“张阿姨，昨晚睡得怎么样，今
天腿感觉好些了吗？”“李大爷，您放
心，治疗效果很好，病情很稳定。”
在第一师医院病房内，询问患者感
受、安抚情绪，是医护人员查房时的
常态。

前不久，普外科三病区副主任邓
立军在查房时，发现患者孙淑珍情绪
十分低落。

邓立军在聊完病情后，又细心沟
通。绕来绕去说了半天，孙淑珍才不
太好意思地讲到，这天是她 89 岁生
日。找到“病因”，邓立军便订了个
生日蛋糕，与科室医护人员一起，给
老人庆祝生日，为她送上了最真挚的
祝福。

“生病住院，本身是一件糟糕的
事情。虽然医生护士一直开解，但我
就是不开心，有些想不开。”孙淑珍
说，“但没想到医生护士们想得这么
周全，服务这么细致。这个生日，是
我一生中过得最有意义的。”

“孙阿姨的情况比较典型。确诊
为乳腺癌后，她心理压力大，情绪低
落。为了鼓励她打起精神，以更好的
心理状态配合治疗，我们除采取积极
的治疗措施外，还注重心理沟通和情
绪疏导，让她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邓立军说，在科室内部，这样的工作
也是治疗的一部分。他们开展过多种

多样的医患同乐系列活动，赠送鲜
花、送慰问送祝福、邀请患者共同观
看励志电影……用暖心服务，为患者
增添战胜病魔的力量和信心。

“我愿意和第一师医院的医生们
多聊聊天。”患者李春梅曾经做了脑
垂体瘤手术，每次看完门诊都舍不得
离开。她说：“医生不仅把病情分析
得清清楚楚，还通过聊天让我放松心
情。听他们说说话，我心情就舒畅多
了，觉得也没那么难受了。”

更要关心患者能否
回归正常生活

“得了这种病，多数人只能活 3
到 5年。现在老周已挺过 6年了，病
情很稳定，这得归功于医生的关怀鼓
励。”在第一师医院神经内科，“渐冻
症”患者周德力的老伴欣慰地说。

2018 年 ， 周 德 力 确 诊 “ 渐 冻
症”。从此，老两口就定期到第一师
医院神经内科诊疗。

“目前这种病是不可治愈的。但
诊断早，通过药物治疗、心理辅导等
多种方法联合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患
者症状，延长患者寿命。”第一师医
院神经内科副主任洪芳说。周德力刚

得病的时候也很焦虑，在医生的心理
疏导下得到缓解，低落的情绪也很快
好了起来。

“或多或少，每个患者都有一些
焦 虑 、 压 抑 等 负 面 情 绪 。 作 为 医
生，不能只关注化验的指标正常了
没有、瘤子消失了没有。冷冰冰的
数据和指标不是不重要，但我们更
要关心患者能否回归到生病前的正
常生活。”洪芳认为，“‘治心’重
于治病。如果医生只治疗患者身体
上的疾病，不去关心患者的心理，
不去引导和化解他们的心理障碍，
这样的治疗并不完美。”

“焦虑和抑郁状况是住院患者常
有的心理问题。我们除了对医护人员
进行教育和引导，也在很多细节方面
着力，让患者就医过程更加便利和舒
适，能引导他们拥有更加正面愉悦的
心情。”陈大进说。

比如，第一师医院在南疆地区率
先开展床旁结算服务，患者家属带上
医保卡到各病区结算员推车旁，就能
完成出院结算全部手续，不需要去结
算窗口排队等候。“心电一张网”“云
胶片”“云医声”、一体化影像中心、
远程会诊等系统相继投入使用，也为
患者提供了更加高质量、高效率、安
全便捷的智慧医疗服务。

（本文提到的患者均为化名）

新疆兵团第一师医院营造家一般诊疗服务氛围

这里的医生会“话”疗
蒋云龙 牛海军 石继良

您身边有小朋友在戴牙套整牙吗？是钢
丝的，还是透明的？

和大部分现代医学一样，口腔正畸也起
源于西方，如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

1976年春天，北京口腔医院的正畸专业恢
复对外挂号，一下子就挂出去了 1500个。那时
候只有5位医生，这1500个号，大家加班加点，
好几年才能看完。直到 1980年，正畸科才又一
次对外挂号，人们听说了这个消息，提前一个
星期就开始排队，挂号的队伍排出去三站地，
甚至派出所民警都来维持秩序。

您可能不理解，有这么多人看正畸吗？
在我国，错合畸形的发病率高达 70%。

它不仅仅影响美观，还影响咀嚼功能，影响
消化，影响口腔卫生，甚至影响心理健康。

但那时候，由于缺乏专业医生和高效的
矫治工具，我国青少年儿童能够接受正畸治
疗的机会，非常少。

我们的老院长王邦康教授在文献中看到
了国外有关钛镍记忆合金丝的研究，这种新
材料对口腔正畸能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于是，他带领团队自力更生搞研发，下了门
诊，就蹬着自行车去科研院所做试验。一次
一次的失败，又一次一次总结经验，不断摸
索，屡败屡试，正是凭着不服输的志气，研
制出了我国第一根国产记忆金属丝，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了系统化的T—N矫治技术，有效
提高了治疗效率，大大缩短治疗疗程，10 年
完成了3万例治疗。1992年，国家卫生部将其
向全国推广，更多中国孩子用上了国际先进
的正畸材料和正畸技术。1994 年，中国镍钛
丝走出国门，向美国、西欧、东南亚出口创
汇。直到今天，我们临床上还在使用。

1997 年，美国硅谷诞生了透明牙套，也
叫做隐形矫治器。中国医生敏锐地意识到这
是正畸学新技术的动向。2000 年，我的导师
白玉兴教授带领科研团队，开始研发国产无
托槽隐形矫治系统，从牙颌模型数字化到3D
打印，从软件开发到膜片测试，关关难过关
关过。仅用3年时间，国产隐形矫治技术迅速
成型并投入临床，中国正畸医生完成的隐形
矫治病例令国际同行叹为观止。2011 年，当
美国的无托槽隐形矫治器正式进入中国，我
们的国产隐形矫治器已占据半壁江山。中国孩子与世界同步，享受到了
既经济便捷又美观舒适的隐形矫治。

2018年博士毕业后，我如愿成为一名正畸医生，每天接诊的患者来
自祖国各地。前辈们用 30年的艰苦奋斗，打破了外国公司的技术垄断，
让中国牙齿矫正技术实现了从仿制到自主研发的跨越，实现了从零到百
的突破。

2019 年，我们开始瞄准人工智能辅助正畸系统的研发。智能诊断、
智能决策，自动分析病例，提供治疗建议，云端交流、线上会诊，为基
层医生、更为天南海北的患者提供帮助。如今，我们的智能软件在全国
正畸医生中广泛使用，我们自主研发的正畸算法模型在国际AI比赛中频
频获奖，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国际大会和国际学术期刊相继发表。全世界
都知道，中国在牙齿矫正领域已经走在人工智能的最前沿。

人民的健康需求就是中国正畸医生努力的方向。坚持自立自强、自
主创新，在牙齿矫正这个小小的领域，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了世界前列，
并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作者为北京口腔医院口腔正畸科主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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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72岁的辽宁大连退休职工苏阿姨学会了使用手机里的医保“比
价神器”（一种查询系统，可以比对所有门诊统筹定点医药机构药品价格）。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苏阿姨通过手机进入大连医保
微信服务大厅，点击“门诊统筹药品价格”功能键，输入要买的药品“瑞格
列奈片”，显示在距离她360米的一家药店最新售价为66.2元/盒，距离她617
米的一家药店最新售价为65.9元/盒。

而沈阳市民宋女士最近也通过使用沈阳智慧医保APP中的“门诊统筹价
格”查询功能，感受到了医保比价系统的便利性：“真是太方便了，我在家门
口5分钟就买到了需要的药，又快又便宜。”

辽宁省实施职工医保门诊共济改革以来，越来越多的群众感受到了门诊
处方流转购药的便利性。

近来，辽宁省医保局指导大连市、沈阳市相继推出门诊统筹定点医药机构
配备药品“比价神器”，打通了医药机构进销存系统。参保群众在手机上输入自
己想买药品的通用名或商品名，就能快速获取该药在不同药店、不同医疗机构
的在售价格以及生产厂家、包装规格和报销比例等信息，实现医保药价在“掌
上”一键查询、实时查询。同时，“比价神器”还具有购药地图导航功能，群众在查
到有合适的药品后，可直接一键导航去购药，从而解决了群众“买不到药”“买高
价药”“买药跑断腿”等问题，极大提高了购药便利性。

作为辽宁省首个医保药品比价系统，大连门诊统筹药品“比价神器”于
2023年 3月推出，搭载在“大连市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服务大厅的首页，全
面覆盖产生医保结算数据的门诊统筹定点医药机构，售价取自定点医药机构
最新一次售卖信息，并根据定点医药机构上传的记账数据实时更新。

辽宁推出医保比价系统帮找药
本报记者 熊 建

新视野▶▶▶

图为普外科三病区医护人员为住院患者庆祝生日。 新疆兵团第一师医院供图图为普外科三病区医护人员为住院患者庆祝生日。 新疆兵团第一师医院供图

图为神经内科医生在帮助患者做康复。 新疆兵团第一师医院供图

左图：6 月 27 日，柬埔寨卫生
大臣秦拉 （左） 在金边向援柬中国
中医医疗队队员授勋。

批 隆摄 （新华社发）

左下图：6 月 26 日，援柬中国中
医医疗队队员在金边为患者针灸。

万 坡摄 （新华社发）

下图：6 月 26 日，援柬中国中
医医疗队队员在金边为患者看病。

万 坡摄 （新华社发）

柬埔寨卫生部日前在金边举行向

援柬中国中医医疗队授勋仪式。中国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2023年7月派遣

第二支援柬中医医疗队。该医疗队由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8名一线

临床骨干组成。

柬埔寨向援柬

中国中医医疗队授勋

近日，中建八局华南公司承建的海南省妇幼保健院异地新建项目 （暨海
南省妇产科医院新建项目） 正式交付开业。项目位于海南省海口市，是一座
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

作为海南省政府推动省会城市三级医院布局结构调整重点建设项目、海
南省“十四五”卫生健康规划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为
周边居民带来便捷的就医途径和良好的就医环境，进一步提升海南省妇女儿
童医疗服务综合能力。 邓 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