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弋阳县人民医院为改善患者就医体验频

出实招， 更新服务理念、 拓展新思路、 尝试新做法，

贴心服务、 自助服务、 优质服务温暖人心， 努力打造

让政府放心 、 社会认可 、 百姓满意的县域级 “ 温暖

牌” 医院。

智慧医疗逐步实现

走进弋阳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 就医环境宁静温

馨又充满现代化， 大厅左手边的

LED

大屏滚动播放全

天各科室坐诊专家信息， 患者可根据现场智能提示有

序挂号、 就诊。

大厅现场有许多就诊患者正在使用智慧医疗系

统。 有的正通过扫二维码、 关注医院公众号方式进行

网上挂号缴费， 有的正在使用智能服务机打印检验、

影像结果报告单。 “ 用手机就可以挂号缴费， 太方便

了。” 患者陈女士在医院导诊的帮助下， 通过手机关

注医院公众号进行了挂号和缴费， 向门诊医生出示了

电子挂号单后， 她便很快顺利就诊。 导诊护士还告诉

她， 绑定就诊人基本信息后， 用身份证号进行唯一识

别， 她不仅可以随时进行网上挂号， 还可以查就诊记

录、 缴费明细清单、 检查结果报告单等， 可大大节省

在医院排队等待的时间。

与此同时， 记者在该院微信公众号上看见， 每周

更新的宣传消息中都附有门诊医师的排班表及时间，

方便群众提前预约。 截至目前， 医院微信服务号累计

关注用户

94048

， 累计绑卡人数

107164

， 提供预约挂

号服务

14532

笔 ， 智慧医疗服务惠及

223102

人次 ，

让广大患者享受到线上线下同质化的智慧医疗服务。

慢性病诊疗一体化

随着糖尿病、 高血压等患者人数逐年增加， 慢病

就诊需求也不断增加。 为此， 弋阳县人民医院成立了

慢病管理服务中心， 把从单纯的慢性疾病治疗转向慢

病防治和健康管理上来。

今年

60

岁的吴香美， 患有糖尿病， 需要经常复

查配药， 医院成了她常跑之地。 “ 以前过来看病， 化

验拿药都要跑个两三趟， 现在我过来只要直奔一楼这

里， 不用跑上跑下。” 吴香美说。 据了解， 该院慢病

管理服务中心将所有关于慢病的健康服务集中在门诊

一楼 ， 内部功能布局合理 ， 包括诊前服务区 、 候诊

区、 检查区等， 服务流程更便于诊疗和健康管理， 为

高血压 、 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 同

时， 还配备了更加完善齐全的两慢病相关医疗设备，

如自动身高体重仪、 血压测量仪、 血糖仪等， 能够为

慢病患者提供一套详细的全身检查。

在慢病管理中心就诊 ， 一开始便有专科护士指

导协助患者完成身高 、 体重 、 血压 、 快速血糖等基

础性检查 ， 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及电子健康

档案提供个性化诊疗服务 ， 诊治结束后 ， 医生还将

通过电话或上门随访等方式提醒患者定期复查 。 该

中心主任汪瑾说 ： “ 我们还会经常下乡送医送药 ，

并针对建档的慢性病患者进行上门随访 ， 为患者提

供全周期健康管理。”

加速度换来满意度

“ 这药一天吃几次啊 ？ 会有副作用吗 ？ 两种药

能一起吃吗？” 患者杨大爷在弋阳县人民医院便民服

务中心的药学咨询窗口询问 。 药剂科主管药师余爱

英接过杨大爷手中的药和病历单仔细查看后 ， 将药

品常用剂量 、 常见不良反应 、 常用配伍禁忌等信息

面对面告知杨大爷 ， 并根据杨大爷的病情进行有效

解答 ， 当即消除了杨大爷的用药疑虑 。 杨大爷高兴

地说 ： “ 年龄大了总是记不准怎么服用 ， 医院设立

的这个窗口太好了 ， 把每一样药品怎么服用都交代

得清清楚楚， 可放心了！” 一旁正在医学证明窗口办

理手续的汪先生接过话说道 ： “ 我之前听人家说办

理手续很麻烦 ， 要跑好几个地方 ， 今天到这里 ， 左

边窗口复印 ， 右边直接就能递交材料 、 盖章完成 ，

前后才几分钟时间。”

据了解， 便民服务中心设立在门诊大厅一楼， 设

有信访投诉、 院长代表、 综合服务、 医保业务、 退费

业务 、 病例复印 、 医学证明 、 药学咨询

8

个窗口 。

“ 以前患者要跑不同楼层、 科室， 现在把

8

个科室进

行集中的资源整合， 让患者在这里完成一站式办理，

最大限度上缩短了他们在医院辗转滞留时间。” 该院

纪委书记张益民表示， 只有不断提升医院服务质量和

管理水平， 打通联系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才能切

实改善群众的就医体验满意度， 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

感、 幸福感、 安全感。

“ 效果确实好！”

2

月

8

日

上午， 余干县洪家嘴乡山下村

卫生室挤满了围观人群， 只见

上饶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代

表性传承人汤颖祥和父亲汤超

才娴熟地操作， 为颈椎疼痛的

患者敷上“ 汤氏射火膏药”， 并

采用独特的揉捏手法， 这才一

会儿的功夫， 患者感觉病症瞬

间减轻不少， 连连发出赞叹。

“ 汤氏射火膏药 ” 传统制

作技艺是余干县洪家嘴乡山下

村埋藏着的一个传承百年的中

医瑰宝。 它的第一代传承人是

生于

1886

年清朝光绪年间的汤

莹， 得高人传授中药制作技艺，

经他制作的跌打损伤， 肩颈腰

腿痛的膏药能直达病灶、 药到

病除， 深得百姓认可， 享誉民

间。 该制作技艺历经

130

余年

从未断层， 如今汤超才、 汤颖

祥父子系其第

4

代传承人。 在

汤超才、 汤颖祥的家中， 药材

柜架上摆满了用瓶子装的药酒，

各种中草药摆放在整齐划一的

格子里。“‘ 汤氏射火膏药’药材

采集遵循‘ 采天地之灵气，集草

木之精华’于不同时节采集草木

的不同部位，膏药制作技艺贵在

地道药材、妙在传统制作。”汤超

才介绍， 药材的主要成分有三

七 、红花 、杜仲 、附子 、茯苓 、蜈

蚣 、地龙 、蝎子 、防风 、丹参 、乳

香、桃仁、麝香、海马等

20

多种，

射火膏药系草本物粹取精华及

古法制作

11

道工艺而成， 采、

挑、筛、磨、配、浸、热、冷、晾、藏、

检等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照标

准进行。这使得“ 汤氏射火膏药”

在百舸争流的医药市场和百花

齐放的中医药领域焕发着独特

的魅力。

2020

年 ，“ 汤氏射火膏药 ”

制作技艺传承人汤颖祥被评为

上饶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代

表性传承人。而说起这段非遗申

报之路， 实则历经了不少困难。

“ 最初申报时， 有很多人质疑射

火膏药疗效， 为打消大家的质

疑， 我们直接免费让大家体验。

经过体验，不少患者病情有所缓

解，最终也给予我们较高评价。”

汤颖祥回忆道，在疗效得到验证

后，射火膏药草本古方历史又遭

到了部分人质疑。 对此，汤颖祥

父亲汤超才带着相关专家前往

考察，找出相关古籍、物件以及

了解其历史的老人对射火膏药

古方历史进行验证。 最终，传承

130

年的射火膏药草本古方历

经重重困难， 在

2020

年

6

月被

列为第五批余干县非物质文化

遗产重点保护名录。

“ 认真做好一件事 ， 一辈

子都不够用。” 汤超才

40

多年

如一日， 甘于清贫在民间， 不

断地用家族所传， 造福一方百

姓。 近年来， 父子俩走进社区、

乡村和敬老院 、 养老院等地 ，

让更多的群众体验中国传统医

药， 体验余干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 汤氏射火膏药” 带来的温

暖和健康， 也希望将古老中医

药制作技艺更加系统完善地传

承下去 ， 使 “ 汤氏射火膏药 ”

成为民间卓越品牌。

百年匠心炼 “好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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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

重症患者转危为安 中西医结合疗效佳

我市卫健系统积极开展义诊活动

念好服务真经 走实群众路线

“温暖牌 ”医院这样炼成

苏田珍 本报记者 黄珠慧子

本报讯 吴丽丽 记者黄

珠慧子报道：“ 大爷， 您现在

的血压和血糖都在正常范围，

平时要多锻炼， 如果有出现

头晕、 头痛等问题要及时到

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我平时

很少去医院做检查， 专家到

这里来真是方便了我们这些

老年人。” 北门社区居民朱大

爷对上饶市人民医院组织医

务人员深入社区开展义诊活

动赞不绝口。

守医者初心， 担健康使

命 。

2

月

4

日至

2

月

10

日 ，

上饶市卫健委组织全市各级

医疗机构，有重点、有针对性

地在农村、社区开展多场义诊

活动，将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

门口。活动中， 医疗专家们为

群众提供测血压、 血糖、 血

氧饱和度等检查， 针对不同

病症和个体差异给出合理的

诊疗建议和治疗方案， 也为

大家讲解高血压 、 糖尿病 、

脑梗等常见疾病的预防等健

康知识， 耐心地叮嘱群众日

常注意事项， 并发放健康宣

传手册和药品。 针对行动不

便的人群， 部分医疗机构还

提供了健康送上门服务。 截

至目前， 全市共有

530

家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参与活动，开

展下乡义诊活动

695

次，服务

群众

47283

人次； 派出医生

2285

名 、护士

2360

名 ，其他

医技人员

256

人，发放宣传资

料

68248

份； 开展上户巡诊

1060

次，派出

1662

名医务人

员参与，巡诊服务群众

20860

人次；共组织健康大讲堂

260

余次，为

12000

余人次群众开

展了健康知识讲座；期间共为

群众免费发放

20620

个健康

包，免费发放

22800

盒各类常

见病药物 ，金额约

160.70

万

元 ； 共为群众减免费用约

320.45

万元。

医务人员热情的笑脸 、

干活满满的科普讲座 、 便

捷便利的健康服务 ， 为我

市群众送去实实在在的温

暖和关爱 。 市卫健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 希望通过义

诊活动 ， 进一步提高群众

的 防 护 意 识 和 防 护 水 平 ，

培养他们的就医理念和用

药理念 ， 让群众生活更有

获得感 、 幸福感 。

本报讯 唐亚婧 记者黄珠

慧子报道： 近日， 上饶市妇幼

保健院乳腺甲状腺科主任陈智

文带领团队成功为一名年轻患

者实施了 “ 乳腺癌保乳

+

前哨

淋巴结活检术”。 手术取得良好

的预期效果， 在保证疾病精准

治疗前提下 ， 实现了创伤小 、

保留乳房美好形态、 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的目标。

患者吴小姐长期在外务工，

在体检中发现双侧乳腺结节 （

3

类） ， 医生建议定期观察或手术

活检。 随后， 吴小姐来到市妇

幼保健院乳腺甲状腺科咨询 。

陈智文结合术前检查 、 年龄 ，

考虑良性病变概率较高 （ 恶性

不排除） ， 建议进行乳腺结节切

除术。 经过充分沟通， 手术顺

利进行。 术后病理提示右侧乳

腺恶性肿瘤 （ 病灶镜下最大径

约

0.8mm

） ， 为预后良好的早期

乳腺癌。 经评估， 陈智文认为

其具备保乳指征， 可以进行保

乳治疗。 经过充分准备， 他带

领团队为患者实施“ 乳腺癌保

乳

+

前哨淋巴结活检术 ” 。 术

中， 陈智文主任精准定位、 谨

慎操作， 前哨淋巴结清晰显影。

术中冰冻病理提示所有切缘和

四枚前哨淋巴结均未见癌转移。

术后， 该患者乳房形态、 对称

性没有改变， 患者及家属非常

满意。

传统的乳腺癌手术方式包

括乳腺根治术 、 扩大根治术 、

改良根治术， 这些手术方式的

共同点都需要切除患侧乳腺

+

腋窝淋巴结清扫， 术后一侧乳

腺缺失， 腋窝处还有较长的创

口疤痕， 给众多患者带来不适、

焦虑等身心上的痛楚。 此次实

施的 “ 乳腺癌保乳术

+

前哨淋

巴结活检术”， 保留乳房的外观

及功能， 只要几个穿刺孔， 即

可达到手术目的， 在治疗乳腺

恶性肿瘤方面显示了其独特的

微创、 美容效果， 无疑提高了

术后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 ，

使乳腺癌治疗更加合理化、 精

确化和个体化， 是乳腺癌患者

的福音。

本报讯 裘峥艳 记者黄珠

慧子报道： 近日， 婺源县中医

院消化科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

方式， 成功救治一名急性重症

胰腺炎患者， 目前患者已康复

出院。

患者为

34

岁男性， 发病前

一天晚上进食火锅夜宵， 次日

凌晨出现上腹胀痛， 入院经

CT

检查后， 医生考虑为高脂性胰

腺炎， 建议患者进行血滤治疗，

但患者拒绝并签署拒绝医疗同

意书。 消化科主任俞国清立即

予患者进行抑制胰液分泌、 解

痉止痛、 抗感染、 抗凝、 补液

等对症治疗， 可患者上腹仍胀

痛 ， 微感呼吸困难 。

48

小时

后 ， 为患者进行上腹部增强

CT

， 结合检查结果， 诊断考虑

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重症， 多器

官功能不全综合征， 病况危急。

在与患者及家属充分沟通后，采

取中西医结合治疗方式，给予患

者内服中药汤剂及中药直肠滴

入、中药封包等，并配合积极抗

感染、抑制胰液分泌、抑酸护胃、

抗凝 、 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 ，

历经

10

天， 患者康复出院。 俞

国清提醒， 若暴饮暴食， 喝酒，

极易诱发胰腺炎， 胆囊结石等

病症， 若出现相关病症， 请尽

快到正规医院检查治疗。

健康教育

身边越来越多人近视了， 无论是白领、 大学

生、 高中生， 甚至小学生。 大部分家长把孩子近

视的原因归咎在电子产品上。 常看电视、 手机或

电脑确实是影响孩子视力的罪魁祸首之一， 但需

要注意的是， 导致孩子近视的原因还有很多， 比

如缺乏充足的户外运动时间、 不正确的用眼姿势、

睡眠不充足、 父母遗传因素等。 那么， 近视防控

我们应该如何做？

写字姿势要端正， 通俗地说就是挺直脖子和

脊背，头要稍微向前倾；不可斜着、趴着、歪着看书。

写字时，眼睛与书本距离要保持

33

厘米左右，坚持

做到

3

个“ 一”，即眼睛离书本一尺，身体离桌子一

拳，手指离笔尖一寸；保持健康用眼时间，无论是看

书 、写作业还是看电脑 、手机 ，都要注意用眼的时

间，在姿势和距离正确的前提下，一般建议近处用

眼

40

分钟左右，让眼睛休息

10

分钟（ 可以看

5

米

以外的远处） ；保持环境光线充足，光线过强或过暗

都会给眼睛带来不良的影响。 光线不足时，打开房

间顶灯和台灯辅助进行双光源照明，台灯应摆放在

写字手的对侧前方；增加户外活动，一般建议每天

户外阳光下活动不少于

2

小时，或者每周累计达到

14

小时。 户外活动的关键是“ 户外”，而不是活动内

容、方式和强度等；定期检查眼睛，家长在日常生活

中应该多注意孩子的动态，多询问孩子，如果发现

孩子有凑近、眯眼、眨眼、歪头等症状时， 应及时去

医院检查， 听取专业医生的建议。

(

记者 黄珠慧子 整理）

预 防 近 视 这 样 做

钟剑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