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徒传承
不用长途跋涉，无须高昂

费用，不必在大都市里四处奔
波……今年1月，上海六院福建
医院的正式挂牌运营。上海专
家医护团队也在 3 月风尘仆仆
来到晋江，开始了为期一年的
医疗帮扶活动。目前，常驻专
家团队由 5 名医生和 3 名护士
组成。

短短半年多，上海六院专
家团队的进驻，不仅让百姓在

“家门口”享受国家级骨科名医
诊疗的愿望成为现实，而且也
让晋江市区域医疗影响效应逐
步彰显。数据显示，与 2019 年
同期相比，2021年1月至6月上
海六院福建医院住院人数增长
22.88%，开展三、四级手术增长
45.95%，泉州市域外医保就诊人
数增长近 2 倍，国内、境外人员
就诊人数增长近3倍。

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群人，为了你我的健康，他们无私献仁心，妙手施仁术。他们同死神战争，与时间赛跑，用仁爱和善

良，抚慰受伤的身心。他们，就是时刻守护在你我身边的广大医师。今天是他们的节日，但晋江市医院的诸多医生依旧奋

战在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第一线。没有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医生不是超人，却一生用仁心点亮生命。在中国医师

节这一天，以及之后的每一天，谢谢医务工作者，谢谢你们救死扶伤，谢谢你们带来希望！

在晋江市医院，有这样一个团队，在新
冠疫情防控期间，义无反顾地扛起了抗击
疫情、守护全市市民的大旗。而今，疫情
进入常态化防控期，他们依旧冲锋在前，
始终坚守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昼夜奋战
在隔离病区、发热门诊，全力做好疑似病
例排查，积极开展医疗救治工作。他们，
就是晋江市医院感染科团队。

“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的发热门诊、隔
离病区运作从未间断，目前依旧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晋江市医院感染科主任、
树兰医疗长期派驻专家林成祖通过电话
告诉记者，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后，作
为定点收治医院之一，晋江市医院成为战

“疫”的主阵地。而感染科，作为全市唯一
的感染性疾病专业科室，从启动疫情应急
救治工作的第一刻起，就第一时间进入作

战状态，投入发热门诊、隔离病区的医疗
救治工作。

林成祖介绍道，身在发热门诊、隔离
病区，医生是直面病毒、感染风险最高的
人群之一。为了做好规范防护，医护人员
每次上岗前都要戴上防护口罩、穿上厚厚
的防护服，每班至少在隔离区坚持工作四
五个小时以上。为了避免期间上厕所，上
岗前医护人员都尽量不喝水、少吃饭。值
得一提的是，今年 4月初，由于新院搬迁
不久，隔离病区的空调还未完全安装完
毕。医护人员需要全副武装，顶着30℃的
高温在隔离病房工作。“每次上完一班岗，
基本都没有吃饭的欲望了。”林成祖介绍
道，脱下防护服后，看到的常常都是一张
张留下深深勒痕的脸、一双双皱缩的“洗
衣工手”……

疫情发生后，感染科成为人们眼中的
“禁地”。由于新冠肺炎传染性很强，隔离
区原则上不允许家属陪伴，而且是单人单
间。医护人员不仅要负责疑似患者的治
疗和护理工作，还要照顾他们的日常起
居，也要时刻关心患者的情绪变化，帮助
他们克服恐惧心理。今年6月，科室收治
了一名受伤海员。由于下肢骨折进行了
牵引治疗，患者日常起居、个人卫生无法
自理。隔离的三个星期，只能由医护人员
全程照料。“由于这名患者体重将近 200
斤，帮他翻身，医护人员都要费很大力
气。”林成祖表示，隔离期间，医护人员不
停地安抚、鼓励患者，帮他克服患病的焦
躁、对隔离的不理解。经过前期准备及治
疗，由上海六院福建医院的专家为他进行
了手术，术后恢复良好。

除了负责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之外，
感染科还要开展日常肝病、艾滋病、结核
病等诊疗活动。记者了解到，2016 年 7
月，树兰医疗团队进驻晋江市医院后，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及其团队的带领
下，感染科已发展为晋江市综合实力最
强、业务范围最广、收治病种最全的感染
性疾病科。

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李兰娟院士
在杭州通过 iMDT平台为晋江市医院进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导，并在线解答
疑难问题。此外，院士团队成员汪鑫、林
成祖在晋江市医院、晋江市医院晋南分院
疫情防控工作中，对防控制度制定、诊区
诊室设置、诊治流程设计、隔离病区规划、
院感防控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到位的建议，
为晋江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做出了突出
贡献。

自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对
于核酸检测，人们不再感到陌生。
然而，核酸检测是一项系统工程，除
了日常可见的核酸采样环节，背后
还有一支核酸检测团队，他们在幕
后与疫情争速度、抢时间，为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默默贡献着力量。

位于晋江市医院公卫楼的核酸
检测中心，承担着晋江多个区域的核
酸检测任务。近日，记者来到现场看
到，检验中心内，装有核酸样本的试管
整齐地摆放在试管架上。4台自动核
酸提取仪不停地高速运转着，工作人
员正加班加点对核酸样本进行检测。

“检验中心实行轮班制，24小时
运转，日均可以检测几千份标本。”
晋江市医院检验科主任温开镇介绍
道，作为泉州地区首家获得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资质的县级综合医院，
十余个基层医共体采集的标本陆续

送到后，技术人员就要迅速对标本
进行检测，并快速生成检测报告。

记者了解到，核酸采样后，标本
还需经过转送、签收、录入、提取核
酸、配制试剂、加样、上机扩增、结果
分析等多个环节，每一次检测都需
要耗费四五个小时。作为离病毒最
近的人，他们必须做好严密的防护：
帽子、防护口罩、防护面罩套、防护
服、隔离衣、鞋套、手套……由于防
护等级要求高，为避免气溶胶传播
扩散，很多操作细节需要慎之又慎。

“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最高峰
时检测量高达4500管/天，团队25名
成员分成三班连轴转，确保核酸检测
工作24小时不停歇。”温开镇说道，面
对大量的核酸标本，团队成员需要穿
着防护服工作5~6个小时。此外，为
了节省时间，不浪费防护服，上班前
成员都会减少饮水，尽量不上卫生

间。虽然实验室温度不高，但防护服
不透气，一换衣服一身汗、手起泡对
他们来说早就习以为常。

负压环境、层层防护、昼夜不
停，这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工作状态，
但检验科团队没有一人退缩。正是
这样一支队伍，他们在一般人看不
见的战线上忙碌，运用自己的专业
技能，为晋江有序开展疫情防控提
供科学、可靠的技术支持。据统计，
自2020年检测中心投入使用以来，
已累计检测核酸样本 645566 份。
2020年10月，检验中心还被批准为
晋江首家临床基因扩增检验上岗证
实训基地，共完成了54人的岗前实
训带教工作。温开镇表示，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检验科团队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精湛的医
技，筑起健康“防护墙”，为赢得抗疫
的最终胜利贡献力量。

上海六院常驻专家团队：

加快推进“同质化”管理平移 让百姓拥有家门口的“医靠”

晋江市医院感染科：

感染战线上的“抗疫”排头兵
晋江市医院核酸检测中心：

化身“排雷兵”筑起“防护墙”

谢谢你们，不只在医师节这一天
——致敬晋江市医院全体医师

“上周，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是……”“上个月的踝关节骨折
复位，从来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处理……”8月18日上午7点半，此时距
离正式上班还有半个小时，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骨科的交班室内，一场
小型的学术交流会如期举办。“学徒”们每周上台讲课，结合PPT向台
下“师傅”和同事们汇报各自近期学到的新知识、遇到的新难题和学会
的新技能。围绕问题，师徒之间会展开探讨，待“徒弟”讲课结束后，

“师傅”会予以点评，全体骨科同仁一起提出改进方案。
这样的一幕，自3月上海六院专家团队进驻晋江以来，已经上

演了十几次。每周三都会在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上演”。原来，这是
上海六院常驻专家、福建医院骨科主任施慧鹏来晋后，主导开展的
一项培训计划——“薪火璀璨”项目。通过层层遴选，施慧鹏在晋江
市医院骨科选中了6名医生作为 I期的“徒弟”。在项目开展过程
中，施慧鹏则担纲“师傅”，对6位“徒弟”进行理论和操作的培训，手
把手系统教学、面对面耐心指导。

“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学科，需要通过案例来整合学过的
骨科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巩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我想

通过查房、教学、手术和门诊随访等形式持续带教，让同
事们在实际案例中逐步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施慧鹏表
示，“薪火璀璨”以半年为一个周期，旨在通过形形色
色的当地案例，言传身教的传承形式，潜移默化地
传递现代医学思想，调整由于经验不足或复杂病
例不多导致的可能潜在隐患的不良诊疗习惯。

在施慧鹏看来，教学和科研带动医院的未来
发展。他坦言，“师带徒”这种基于案例的帮扶
要义就是技能传承，过去也称人才扶贫，“我希望
通过‘薪火璀璨’项目，为晋江建成一套完整先进
的医疗技术体系，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专业医疗
队伍，由点带面提升医院的综合实力，在泉州地区
乃至福建省内打响品牌。如果条件允许，我还会
带徒弟们参加全国研讨会，让思想碰撞出的火花化

为己用，更多地造福百姓。”施慧鹏说道。
此外，上海六院福建医院骨科副主任张雄良、麻醉科

主任张清福、ICU护士长张雯、手术室护士长郑莹等在开展
常规诊疗工作外，还深入科室开展临床查房，通过询问病人

发病时间、伴随症状、饮食习惯等问题并现场对患者检查，为医
护人员呈现了直观、专业的现场教学。截至目前，常驻专家团队已培
训医务人员968人次，有效提升了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
与此同时，在专家团队的指导帮扶下，晋江市医院骨科还成立了科研
小组，通过积极申报课题、开展临床和基础研究，全面促进医院科研能
力的提升。

施慧鹏表示，常驻专家团队将不负所托，把先进技术和理念落
地晋江，尽力在医疗水平、诊疗规范、工作流程等医院核心部分，保
持“上海六院标准”，做到同质化管理，提升本地专科疾病诊治水
平，切实让患者受益。同样，常驻专家团队也会把福建医院契合本
地的诊疗模式，经过科学的提炼与优化后，形成符合晋江的个性化
经验，并将其作为“薪火璀璨”的成果，用论文、大会发言、申请课题
的方式，与全国同行进行交流。

8月 17日下午 3时许，晋江市医院骨科门诊的医生
已经开始忙碌。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常务副院长沈灏面
对前来就诊的患者，耐心交流，认真查看患者的X光片，
并给出治疗方案。短短一个上午的时间，沈灏接诊了近
20位患者。

而在骨科病房，上海六院常驻专家团队的护理部主
任兼骨科护士长岳慧玲正在为术后患者制定护理方
案。都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对骨伤患者而言尤为
贴切。为此，除了做好日常护理工作外，岳慧玲还专注
优化骨科的护理流程，在保证临床安全的同时，提高骨
科的护理质量。

“感谢上海六院的专家，让我解决了困扰几十年的
‘大问题’。”来自内坑镇柑市村44岁的林先生表示，7月
21日，由沈灏为其行全膝关节置换术后，他跛行20余年
的老毛病终于得到解决——膝关节伸直了，活动范围明
显改善，行走能力也基本恢复。而在住院期间，医护人
员耐心细致的工作精神和精湛的护理技术，也得到林先

生的高度赞扬。
自上海六院常驻专家团队进驻晋江后，越来越多像

林先生这样的患者重获“新生”。今年3月31日，78岁的
王大妈慕名从福州来到晋江，寻求专家解决困扰8年的

“老毛病”。沈灏为其制定了个性化手术方案。术后，原
本站立、行走均疼痛难忍，活动明显受限的王大妈，当天
即可无痛下地行走，疗效显著。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破解因髋膝关节疾患致残、致
贫问题，晋江市今年还开展了慈善捐助项目“助立行
动”，由上海六院专家主刀，为贫困百姓提供免费救治。
截至目前，已成功施行 9例手术，获得贫困患者及家属
的一致好评。

除了常驻团队外，全国劳模张长青教授、运动医学
科赵金忠教授、脊柱外科徐建广教授和康复医学科马燕
红教授等4个名医工作室也成功落户晋江。每周，工作
室的专家团队成员飞赴晋江坐诊。7月 23日-24日，上
海六院运动医学科主任赵金忠飞抵晋江，两天内高效且

成功地开展了 12
台微创手术，不少患
者都是周边县、市慕名
而来。

作为以骨科见长的上
海六院专家团队，自抵达晋江
后便通过开展查房、看病例、座谈、学
科调研等系列活动，深入了解科室现状，
确定了以建设关节置换、骨质疏松性骨折诊治 2个专
业团队为抓手，逐步制定和完善了骨科科室的相关制
度，并实施标准化诊疗流程。短短半年来，不仅实现了
上海六院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骨外科学、运动医学科等
品牌、技术在福建医院的逐步平移，同时也带动晋江市
开展了 55项新技术、新项目，其中“股骨头坏死病灶清
除、血管吻合游离腓骨移植的保髋手术”等 15项国内
领先技术落地福建，部分填补了福建省在这一领域的
技术空白。

百姓“家门口”享受优质诊疗

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专家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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