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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对口支援西藏 30 周年。
3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围绕“大病重病在
本省就能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
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里解决”这
一目标，坚持“输血”与“造血”并
重，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方
法，选派一批又一批医务人员进藏工
作，发挥传帮带作用，与当地医务工
作者一道，推动西藏卫生健康事业实
现跨越式发展，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
幸福感不断增强。日前，国家卫健委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

    人 均 预 期 寿 命 10
多年增长了近 6 岁

自 1994 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
工作座谈会以来，对口援藏工作已经
走过了 30 年的历程。30 年来，在协
调 17 个对口支援省市卫生健康系统
共同做好卫生健康援藏工作的同时，
国家卫健委还协同有关方面通过“组
团式”支援、三级医院对口帮扶、万
名医师支援农村等形式统筹各方资
源，共同推进卫生健康援藏工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央财政按
照最高补助标准来安排各种项目资
金，对口支援省市的资金投入也将卫
生健康行业作为重要的支援领域。“我
们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对口
支援省市共投入的资金超过 300 亿
元，支持西藏卫生健康事业的建设和
发展。目前，西藏已经建成了覆盖城
乡、功能比较完善、布局较为合理的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国家卫健委财务司
司长、乡村振兴办主任刘魁说。

30 年来，数万名医务工作者带
着感情、带着使命奔赴雪域高原，既
用精湛的医术提供服务、解除患者的
病痛、保障群众的健康，又手把手带
教，培养当地人才，帮助西藏建立起
基本满足全人群、全生命周期需要的
医疗服务能力。据统计，2015 年以
来，各地帮助西藏开展的新诊疗项
目、新诊疗技术达到 4400 多项。

据刘魁介绍，医疗援藏坚持预防
为主，消除重点疾病，保护重点人
群。西藏免疫规划接种率已经连续多
年维持在 90% 以上；碘缺乏病基本消
除；大骨节病自 2018 年以来就没有
新发病例，大骨节病区也全部达到了
消除标准；包虫病人群患病率也明显
降低；还开展“两癌”筛查、为适龄
女性免费接种 HPV 疫苗、实施儿童
营养改善项目，西藏妇女儿童健康状
况得到了有效改善。

在这个过程中，藏医药特色得到

充分发挥。“西藏不但有独立设置的藏
医院，综合医院还设立了中藏医科，充
分发挥民族医在医疗、预防、保健、康
复和护理等领域的特色优势，其‘简、
便、验、廉’的特点也进一步增强了老
百姓的获得感。”刘魁说。

总之，在中央和各地的帮助下，
西藏自治区医疗卫生系统通过不懈的
努力，孕产妇死亡率、婴幼儿死亡率
成倍数下降，人均预期寿命在 10 多
年的时间就增长了近 6 岁，各族群众
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近 5 年来患者外转
率下降 12 个百分点

人才是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关
键。近年来，中组部会同国家卫健委
组织 12 个省份的 182 家医院，共同实
施了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支援
西藏 21 家医院。这 21 家医院分别是
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 1 家，地市人民
医院 7家，县人民医院 13家。

与 以 往 常 见 的 支 援 方 式 相 比 ，
“组团式”支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
点：一是牵头协调由党委组织部门负
责，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医
务人员的组织保障更加有力；二是在
以往的诊疗技术和专家为主的基础
上，还增加了医院管理人才，更加注
重提升受援医院的综合管理水平，目
的是帮助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的管理制
度；三是由原来的一家医院帮扶一家
医院，变成了多家医院帮扶一家医
院，实行“以院包科”“以市包县”，

即一家医院承包一个科室、一个地市
承包一个县。“以院包科”“以市包
县”这两种形式已经成为了常态，这
种集成、聚焦、集约的援助方式使对
口支援工作更加专业、更加精准、更
加有效。

此外，由送医送药变为“医教结
合、育人为主”，形成了“团队带团
队”“专家带骨干”“师傅带徒弟”等
多种带教方式，为当地的人才培养发
挥了积极作用。

刘魁表示，“组团式”支援的效
果是非常明显的。近 5 年来，西藏的
患者外转率下降 12 个百分点，门诊
和住院患者的满意度也是显著提升。

以广东省对口支援西藏林芝市为
例，据广东省支援西藏新疆和对口合
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二级巡视员矫
军介绍，2015 年以来，该省组织了 10
批 245 名医疗专家进行“组团式”援
藏，培训培养高级职称学科带头人 26
名、医疗骨干 87 名，实施自治区级及
以上专业课题 52 项，累计 310 项新技
术填补医疗技术空白，实现市县医疗
卫生机构区域全覆盖，推动林芝市医
疗服务能力和医院管理水平全面提
升。“结合高原疾病谱深化基层帮扶，
组织广东名医开展‘四个一活动’，即

‘走一个乡镇、带一个徒弟、送一批设
备、传一门技术’。”矫军说。

    床 位 数 由 5600 多
张增至 2.2 万张

对口援藏以来，西藏的医疗卫生

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
据西藏自治区卫健委副主任郭

珞介绍，与 30 年前相比，西藏的卫
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医疗卫生机
构由 1198 个增加到 1821 个，床位数
由 5600 多张增至 2.2 万张，每千人口
的执业 （助理） 医师人数由 1.9 人增
至 3.3 人。医疗服务能力逐步提升，
远程医疗服务覆盖到每一个乡镇卫
生院，能够实现复杂巨大颅内动脉
瘤、儿童白血病等 400 多种大病不
出自治区，急性心肌梗塞、脑血管
意外伤等 2000 多种中病不出地市，
头 痛 脑 热 等 常 见 的 小 病 能 够 就 地
解决。

例如，那曲市比如县人民医院
受援之前只有少数人具备医师资格，
血常规检测、阑尾炎手术都难以开
展。经过持续帮助，该院的医护人
员已经增至 224 人，成立了内、外、
妇、儿等 29 个科室，能够开展肝脾
破裂、食道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大出
血内镜下等手术，成功培养了 12 名
本地人才，县外转诊率大幅度下降。

“经过不懈的努力，西藏居民健
康水平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
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
重降至 1/10以下。”郭珞说。

2016 年，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
童医学中心主任医师侯新琳参加了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去了西
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他们当时的儿
科虽然已经是西藏体量最大的儿科，
但主要还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
对于一些特别的危重症救治能力尚
有不足，有一些新的技术开展得也
并不特别多。”她说，“我们到了西
藏以后，首先扩大能够救治的病种
范围，希望每个孩子在西藏就能得
到救治。”

刚去不久，侯新琳就看到一个 3
岁孩子，上唇破了以后一直出血，止
不住。当地医生不知道是什么病。

“我们‘组团式’援藏的专家们很快
就确诊了，这是血友病，是一种血液
系统疾病。”她回忆说，“那次的诊断
也是西藏首次诊断这种疾病。通过这
么多年的援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目前
已经成为中国罕见病联盟血友病诊治
中心，所有在西藏的血友病孩子都能
得到最规范、有效、系统并且长期的
优质医疗服务。”

西藏居民健康水平的各项指标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卫生健康援藏三十年成效显著
本报记者  熊  建

不久前，国家卫健委发布 《关于印发医
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 （2024—2027 年）
的通知》，对未来 3 年医学人文建设做出了具
体部署。

在加强社工和志愿者服务方面，文件提
出，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丰富医务社工服务内
容，协助开展医患沟通，提供诊疗、生活、
法务、援助等患者支持服务；要通过多途径、
多渠道，鼓励医务人员、医学生及社会爱心
人士等，通过系统专业的培训后为患者提供
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医务社工和志愿者在医
患和谐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医务社会工作是指在卫生健康领域，社
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价值理念与专业方法，
帮助患者及家属预防、缓解和解决因疾病所
导致的情绪、心理和社会问题，提升医疗效
果，促进公众健康的职业活动。发展医务社
工和志愿者服务，是改善医疗服务、彰显医
学人文、促进医患和谐、实现医学模式转型
的务实举措。

在北京同仁医院，就有这样一支“医务
社工+社会志愿者”队伍。他们是老年患者的

“眼睛”“耳朵”“拐杖”，持续给予老年就医
群体有温度的服务。按照医院规定，我们建
立了社会志愿者“招、考、训、用”标准化
管理流程，制定了“双五星认定”“服务满 50
小时颁发证书、满 300 小时发放印制个人姓名
的志愿者服装、满 1000 小时发放医院胸牌”
等精神激励保障机制；医务社工需要前期调
研患者及家属的就医需求、医务人员的工作
要求，然后，带领志愿者介入老年眼科患者
陪诊服务，在诊前、诊中、诊后提供服务，
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案服务和小组活动，为
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提供公益性、预防性、支
持性、照护性、发展性健康社会服务。

在眼科门诊，我们经常能遇到独自就诊，
或是老两口互相陪伴来就诊的老年人。鉴于
医务社工在志愿者管理、沟通协调、资源链
接、传播倡导、社区宣教等方面可以发挥专
业优势，我们探索建立了“医务社工+志愿
者”的老年眼科患者陪诊模式，特别是探索
老年群体互助服务和老年群体反哺社会的志
愿服务，提升老年群体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
比如，来我院白内障中心分诊台咨询的老年
患者，只要是超过 80 岁，或者超过 60 岁夫妻
陪伴以及独自就诊的，医院专职医务社工都会主动提供陪诊服务，让老
年群体感受到医院的关注、关怀、关爱。

就这样，以“医务社工+志愿者”为抓手，我们将社会工作融入基层
治理，为医疗领域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健全社会参与机
制贡献力量；医务社工通过专业的小组活动或个案服务，可以把陌生的
医院环境转换为亲切的关爱氛围，有利于构建适合老年人情感特点的人
文关怀文化圈，创新医院服务，提高适老化建设水平。

近几十年来，我国医学科学发展取得巨大进步，健康中国建设迈出
坚实步伐。但科学技术和医疗资源的有限性，使卫生健康工作尚不能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而医学技术的发展，既要向未来科学
技术要答案，更要向传统人文精神求回归。医护人员通过诊疗解决病患
生物层面问题，医务社工则通过专业心理辅导、资源链接等回应病患心
理和社会层面诉求，推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发展和人文医学精神的
实践，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说，医务社
工不愧是医学人文精神的践行者。

（作者为北京同仁医院医患关系协调办公室 （社工部） 高级政工师、
副研究员）

医
务
社
工
是
医
学
人
文
精
神
的
践
行
者

韩
霜
雪

大健康观察▶▶▶

平行病历▶▶▶

新视野·聚焦医学人文⑤▶▶▶

不久前，在西藏山南市琼结县人民医院，湖北省襄阳市援藏医疗队援藏
医生彭宏俊 （左） 回访看望范华琦。2021 年 7 月，1 岁多的范华琦发现右侧腹
股沟包块，湖北襄阳第九批医疗援藏干部张强为小华琦实施了腹腔镜疝囊高
位结扎手术治疗，成功保留了小华琦的肠管。       杨  东摄 （人民视觉）

 题图：不久前拍摄的西藏拉萨
市林周县强嘎乡卫生院。该卫生院
2018 年由江苏省援建，这几年正陆
续完善软硬件设施。当地医疗水平也
在医疗援藏队伍的帮助下日益精进。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本报北京电 （陈得） 日前，“灸童中医药文化周”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馆
正式启动。该活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综合司指导，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
科学技术馆、中国动漫集团联合主办。

灸童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联合中国动漫集团推出的中医药动漫形象。活动
现场正式发布了 2024 年中央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扶持项目 《灸童之小身体大
世界》 动画系列片的宣传片。该片第一季将于 2025 年与观众见面，通过颇
具想象力的创意表现，让观众领略人体经络和穴位的奥秘。同时，现场还介
绍了两本以灸童为主人公的“超厉害”系列中医药主题漫画绘本，分别从

“医”与“药”的角度，讲述“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神奇中草药的发现
之旅”。

作为特色环节，启动仪式上还展演了跨界融合舞台剧 《药圣》 的精编版，
讲述了灸童带着小男孩豆豆和机器人叨叨与穿越而来的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
进行互动，了解 《本草纲目》 的编写历程和伟大贡献的故事。这是国内首部
利用裸眼 3D 等数字技术将动漫元素紧密结合的中医药主题舞台剧，融合了歌
舞、武术等表演元素，打造出身心共融的全景式、沉浸式观剧体验。

启动仪式举办同时，活动主办单位在中国科技馆展厅面向公众开设了以
二十四节气知识、识穴位促健康等为主题的中医药系列课程，还设立了古代
中药房和现代中药房两大沉浸式体验区，观众可亲手体验中药香囊、茶饮包
的古朴手工制作工艺，感受中药颗粒剂的现代化生产过程，与四诊机器人和
康养机器人进行互动体验。

“灸童中医药文化周”活动启动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开展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活动，
通过进校园等方式，积极倡导勤俭节约、反对“舌尖上的浪费”，在保证孩子
就餐健康、营养的同时，帮他们养成节约粮食的好习惯。图为在连云港市实
验学校食堂，同学们认真进餐，不浪费粮食。                  霍  健摄

不久前，北京世纪坛医院医学检
验科即将退休的刘桂芳，收到了一份
特殊的“儿童节”礼物——这份礼物
来自一位儿科小患者小石 （化名）。

小石罹患脑瘤，小小年纪就成为
了医院的“常客”，在医学检验科采了
很多次血，有时是奶奶陪同，有时只有

他自己。小石熟练的表现，让人放心，
又让人有些心疼。在医院的治疗下，小
石的病情慢慢好转了，只需定期检查。

在儿童节这天，奶奶和孩子来到
医学检验科急诊实验室，送给了刘桂
芳这幅画 （如图）。“孩子从没学过画
画，这幅画他画了好久，重画了好几
版。”奶奶告诉刘桂芳，“孩子特别喜
欢您，他说一开始每次扎针都很紧
张，但是只要见到刘阿姨，心里就特
别踏实，渐渐不再害怕了。”

儿童采血是一个难题。刘桂芳常
驻医学检验科急诊实验室。每次遇到
小朋友不配合采血时，她总是用柔和
的言语安抚，还会鼓励小患者：“你

很勇敢，忍一下就好了。”
不管小朋友怎么哭闹，刘桂芳总

是很耐心，通过各种方式分散小朋友
的注意力，减少他们的恐惧。在她的
言传身教之下，新入职的同事们掌握
了安抚小患者的特殊沟通技巧。急诊
检验科的采血窗口也变得越来越有人
情味儿。卡通贴画与小玩具给予了前
来就诊的孩子们勇气与安心，让他们
能够顺利完成采血流程。

经常的采血程序、无数次的沟通
交流，让刘桂芳和小石熟络起来。在
采血针的一起一落之间，两人不知不
觉共享了生活中的许多经历与经验。
在医院完成采血之后，两人还会分享

照片、合影。小石住院时刘桂芳还经
常前往儿科病房去看望他、鼓励他。

孩子的奶奶告诉刘桂芳：“孩子对
时间很敏感，在之前的聊天里得知您
快退休了，光是思考该怎么表达对您
的感谢，他就苦恼了好久。”最终，他把
这幅临摹于合影的画交给了刘桂芳。
在北京世纪坛医院诊疗与检验科、儿
科等医护人员的关心与陪伴下，小石
从儿童成长为翩翩少年，曾经因为放
化疗而光秃秃的脑袋上也长出了一头
黑亮的短发。现在，小石穿上了中学的
校服。看着他顺利升学，逐渐变得健康
起来，参与到诊疗过程中的每一位医
护人员都十分自豪。

小朋友终将会长大，刘医生也将
退休，可医学检验科的这个窗口，在
一代代检验科工作团队的传承下，一
直会作为医生与患者的沟通纽带，将
温暖与关爱传递下去。

（作者为北京世纪坛医院医学检
验科临检专业组检验技师）

一起一落的采血针
浸透着浓厚人情味

郑铸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