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紫帽镇卫生院：

医者仁心 医路向前

院长感言:

值此中国医师节之际，我想为
大家介绍我院大门口的“越婢池”。
它源自《伤寒论》经典名方“越婢
汤”，功效发越阳气，清透邪热。可
理解为，作为医者，不论位置尊卑，
都要一身正气，精神奋发，有所奉
献。同时，它也来自毛泽东14岁时
的诗句，“万草披日出，惟婢傲火
天”。此诗句写的是指甲花，虽然平
凡卑小，但毅力顽强，在任何环境都
敢于笑傲群芳。在此，祝所有的医
生医师节快乐！希望你们在未来的
日子里，能够继续以专业的精神和
温暖的爱心，为更多的人带来健康
和希望。向你们致敬，我们的健康
守护者。

在医疗领域不断发展的今天，
晋江市紫帽镇卫生院积极响应国
家政策，致力于提升基层医疗服务
水平，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
便捷的医疗服务。医院在中医外
治、专家下沉及体检中心等方面取
得了显著成效，为保障居民健康发
挥了重要作用。

在提升服务品质方面，近年来，为满足辖区群众对
卫生健康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医院以“基本医疗服务”
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核心任务，持续开展优质服
务活动。以“服务”为重心，以“优质”为目标，将关注点
放在医疗服务能力的提升上，不断优化各项服务流程
和规章制度，规范科室建设，积极改善院容院貌，提升
医护人员的业务技术能力，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
均等化水平，显著增强了人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2023年，医院成功通过了国家优质服务
基层行推荐标准考核，并受到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基层卫生健康司的通报表扬。

内坑镇卫生院：

做好基层健康“守门人”

院长感言:

医生是一个职业，更是一份
使命，是危难之际的逆行者。在
晋江市内坑镇卫生院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承担着为辖区居民提
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
务的重要职责，用心履践着“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
爱无疆”的医学职业精神，是居
民健康的“守门人”，为医院发展
和百姓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医路漫漫，任重道远。值此医师
节，向所有从医者致以诚挚问候
和良好祝愿！

紫帽镇卫生院的健康体检中心是提升居
民健康意识和疾病预防能力的重要平台，致
力于提供全面的健康体检服务，同时，它也是
晋江市中医院体检分中心，提供与晋江市中
医院同质化的体检内容与服务，环境舒适、群
众认可。

记者了解到，该中心由总院体检中心长期
派驻医护人员，开展从健康证体检、入职体检
到个人体检、团队体检等多样化的体检服
务。该体检中心不仅有序分流了一部分总院
的健康体检人员，也为当地居民带来了便捷、
高效的健康管理体验。

从 2月份至今，体检中心完成了健康证体
检 554人次、入职体检 268人次、个人体检 432
人次、团队体检560人次。体检完毕后，该分中
心依托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派驻的门诊中医临
床专家，对市民的体检结果进行专项解读，并
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帮助居民及时了解自身
健康状况，从而采取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这项优质服务的开展，获得了群众的好评与欢
迎。

随着体检服务的不断优化和升级，该院
正逐步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
康管理体系。在这里，体检中心不仅是健康
检查的场所，更是健康管理的先行者。

晋江市紫帽镇卫生院院长黄伟旭

近年来，晋江市紫帽镇卫生院（又称“晋江市中医院紫帽院区”）的医务人员持续奋斗、医路向前，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不少新进步、新亮点。
中医外治作为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紫帽镇卫生院得到了广泛应用与推广。专家持续下沉，获得患者好评，甚至有南安、安溪等大泉州甚至省外
群众慕名而来。此外，该院的体检中心落成后，俨然已成为晋江市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分中心，舒适的环境、高大上的设备、良好的就医体验获得了当
地群众的好评。

该院不仅开设了动物咬蜇伤门诊，运用
清、消、汗、下解毒内外合治的中医独特方法，
以蛇药片、季德胜等系列药物，外治项目四黄
膏、金黄膏等外敷，为被毒蛇、毒虫、猫、狗等
动物咬蜇伤、抓伤的患者提供有效治疗。另
外，动物咬蜇伤门诊还配备了抗五步蛇毒血
清、抗蝮蛇毒血清、抗银环蛇毒血清等急救药
物，确保在病情需要时能第一时间使用。

此外，该院的中医药服务融入医养结合
领域，开展高危人群失能干预工作。晋江市
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包括晋江市中医院副院
长黄伟旭、神经内科主任林育森及康复理疗
团队等定期到卫生所坐诊。通过开展中医体
质辨识、健康指导、心脑血管疾病及危险因素
管理、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健康评定和康复锻
炼等综合干预措施，有效预防了老年人失能
（失智）的发生。在过去一年半中，该项目共
开展了 5场讲座，吸引 241人参加，提供了
800余人次的免费理疗和 667人次的中医体
质辨识或中医药干预。参与项目的 60名重
点人群均健在，且在参与期间未发生严重心
脑血管事件。

该院在中医外治领域的发展尤为显著。
通过深入挖掘和创新应用传统中医技术，院
区成功开展了穴位贴敷、刮痧、放血疗法等外
治项目，在治疗咳嗽、发热、咽痛等呼吸科疾
病方面疗效独特，尤其对支气管哮喘和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呼吸疾病，中医外治以
其副作用少和患者接受度高的优势，成为重
要的辅助治疗手段。

中医外治疗效扎实

专家下沉是紫帽镇卫生院提升医
疗水平的重要举措。晋江市中医院高
度重视该院区的发展，派驻了神经内
科、内分泌科、呼吸科、脾胃肝病科、儿
科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定期坐诊。这些
专家不仅为辖区居民提供了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治服务，还充分发挥中医
药优势，运用自身专业技能帮助基层
开展新业务、新技术。例如，神经内科
专家林育森在卒中预防和治疗方面具
有丰富经验，他通过科普宣传和专业
诊疗，提高了居民对脑卒中的认识和
预防意识。儿科专家陈爱华主任则为
矮小、性早熟孩子解决成长烦恼，定期

在院区坐诊，为儿童健康成长提供了
有力支持。2023年，各科室专家门诊
量显著增加，神经内科专家门诊量达
到 3281人次，内分泌科门诊量为 2376
人次，脾胃肝病科门诊量 2690人次，呼
吸科门诊量 2420人次，妇产科门诊量
4239人次，儿科门诊量 3275人次。下
沉专家的到来，让紫帽院区的医疗服
务更加贴近患者的实际需求，为当地居
民提供了更为精准和高效的医疗服
务。同时，专家下沉也促进了医疗资源
的均衡分配，缓解了城市大医院的压
力，提高了基层医疗服务的覆盖面和可
及性。

专家下沉患者好评

中医院体检分中心
获赞

晋江市内坑镇卫生院，作为居民

“家门口的医院”，承担着为辖区群众

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的

重要使命，是基层医疗服务的关键“主

阵地”。医院一直围绕高质量发展的

要求，致力于将管理、质量实现同质

化，持续提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力求

为辖区居民带来有温度、高品质的医

疗服务。

近两年来，医院持续扎实推进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的各项工作，大力提升服务质
量和水平，提高居民的健康意识与健康素
养，帮助居民改变不良生活方式，逐步树
立自我健康管理观念，引导居民自觉参与
并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进一步提升居
民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知晓
率、获得感和参与度，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工作在全市名列前茅。

签而有约，健康有“医”靠。医院以促
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提高居
民的就医便捷性和满意度为目标，以群众
的健康需求为导向，发挥健康“守门人”作
用，强化公共卫生服务协作机制、家庭医生
团队能力建设、政策和服务内容宣传、医防
融合和签约服务内涵，奋力推进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
作高质量发展。截至 2024年 7月，医院的
14个家庭医生团队与本辖区常住居民共签
约 52065 人 ，全 人 群 签 约 服 务 覆 盖 率
55.23%。重点人群签约16145人，重点人群
签约服务覆盖率 75.75%，其中 65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 7645人，高血压患者 4929人、糖
尿病 1778 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378 人
等。家庭医生团队对群众开展签约并进行
后续履约服务，累计服务4.8万人次。

医院大力传承中医精髓，精心打
造中医药特色服务，中医馆开展传统
中医、理疗康复等中医特色的诊疗服
务，以中医理论为基础，针灸、推拿、中
医骨科为特色，突出传统中医，结合现
代医学，通过各种中医特色疗法达到
舒筋通络、调整阴阳、扶正祛邪、祛风
除湿、通络止痛的目的，更好地服务广
大患者，为广大患者解决疾患。

长期以来，医院中医馆秉持“以患者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以专业的医疗技
术，为患者解除痛苦，收到了很多的赞誉
和信任。患者发出的真实心声，是对内
坑镇卫生院中医馆精湛医术的肯定，更
是对内坑镇卫生院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
的认可。

“三根神针针穴疗经，一双妙手手
到病除”。这是家住梅岭街道的姚先

生对内坑镇卫生院中医馆蔡延淮副主
任医师的高度认可、赞誉。姚先生腰
痛伴右下肢酸痛麻木，稍坐几分钟便疼
痛难忍，严重影响工作生活。先前于市
区就近医院行影像学检查显示腰椎间
盘突出，并在该院康复理疗科治疗十余
次，未有明显改善。之后便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来到了内坑镇卫生院就诊。蔡
延淮副主任医师为其作了详细的体格
检查，结合此前做过的影像学检查，经
过第一次治疗后，姚先生的症状便有了
明显缓解，于是信心大增，后经过半个
多月治疗病情得到明显缓解。

对于医生而言，最难得的莫过于得
到患者的信任与肯定；对于患者而言，
最可贵的莫过于遇到医术精湛、医德高
尚、服务周到的好医生，重获健康；对医
生来讲获得肯定，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晋江市内坑镇卫生院院长王荣全

深化优质服务 提升患者满意度

做优做实做细“基公卫”服务
发挥健康“守门人”作用

传承中医国粹 打造特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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