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增1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项目、1个省区域医疗中心、2个省临床
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和5个市临床重点专
科建设项目，医疗资源更加优质；门诊
费用和住院费用同比下降2.06%、8.84%，
医疗纠纷投诉则同比下降8%，医疗服务
质量更加优质；12345热线表扬件同比
增长248%，患者、职工获得感和满意度
持续提升……刚刚过去的2024年，是成
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优质服务提升
年”，在这一年，该院以党建引领，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多措并举推动医
院高质量发展，取得较好成效。该院发
生了哪些与大众相关的变化？今天，让
我们通过一系列数据为大家解析。

高端人才和重点专科的多少决定着
医院向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的深度和厚度。2024年，市二医院坚持引
育并重，人才数量和质量得到双提升，全
院博士数量达到250人。一方面，聚焦高
端人才引进，以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
优厚的人才政策广纳行业精英，为医院注
入全新活力。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双百
工程”，激发职工的内生动力。通过提供
丰富的学习资源、政策支持与激励机制，
鼓励职工不断追求知识的进阶，提升学历
学位，为医院长远发展筑牢根基。

这一年，医院的学科建设实现突破
式发展，神经内科成功立项国家临床重
点专科建设项目，并成为四川省神经疾
病区域医疗中心；皮肤科获批国家中西
医协同“旗舰”科室建设项目；神经内科、
肾病科成为四川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
目；急诊科、妇产科、儿科、胸心外科及口

腔科等5个科室成为成都市临床重点专
科建设项目。在科研上的发力助推市二
医院的内涵提升、强劲发展，2024年，该
院新立项科研近200项。

在深化医教协同、推动医学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医院积极探索
院校合作新模式，成功实现了由传统教
学基地向附属医院的战略转型，这一创
新举措不仅为医院人才培养体系的优化
升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更是彰显了医
院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前瞻视野与担当精
神。这一年，医院硕导数量达到 96 名，
较2023年增长了109%；教改课题同比增
加50%；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执业
医师首次考试通过率攀升至85.07%，结
业考试通过率更是达到了100%，均实现

了历史性新突破。这些成绩的取得，不
仅是量的跨越，更是质的飞跃，有力提升
了医院教学水平。

这一年，市二医院开启国际医疗培
训新篇章，传播医疗技术与友好情谊。
该院协助省卫健委国际交流中心成功举
办格林纳达医疗技术培训班。医院整合
内科、外科、妇儿、急救、医技等35个专业
的优势资源，选派38名优秀骨干组成授
课团队，通过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
式，为来自格林纳达的14名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培训，学员们纷纷表示收获颇丰，省
卫健委对培训效果给予高度评价，不仅有
效提升了格林纳达学员的医疗技术水平，
更为卫生健康国际交流架起了坚实桥梁，
极大提升了医院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

人才学科双突破：博士数增加，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增加

为了切实解决患者就医难题，确保
每位患者都能“看得上、看得起、看得
好”疾病，市二医院在2024 年打出了一
套彰显公益性质的组合拳，聚焦于提升
医疗服务质量、优化患者服务体验以及
严格控制医疗费用。

这一年里，医院在医疗供给能力上
实现了显著增长，在质量与安全上全面
提升。门诊量较去年增长了 2.3%，同
时，互联网医院创新服务模式，在线诊

疗总量接近4万人次，药品配送服务跨
越千山万水，惠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
的患者，订单量超过4000 单，让患者足
不出户将三甲医生装进了手机。

在服务量大幅提升的背景下，患者
费用却在下降。门诊人次费用同比下
降 2.06%，出院人次费用更是大幅降低

了 8.84%，患者平均住院日较去年减少
了0.52天，医疗投诉量也下降了8%。

此外，该院全年立项183项新技术、
新项目，其中国家和省级50余项，同比增
长 38.64%。这些前沿技术的引入和应
用，不仅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更为患
者带来了更加精准、高效的治疗方案。

医疗服务质量提升：诊疗量增长，医疗费走低

先让我们来看三个故事：
故事一：狂奔500公里抢救2

岁娃
1月15日下午，成妇儿接到西

昌转诊来的一个2岁1月的男童，因
为吃水果时误呛果核窒息缺氧，当
地医院难以取出，不得不给孩子气
管插管并借由呼吸机辅助通气，长
途奔袭来到成都，情况十分紧急。

在呼吸内科和麻醉科医师的
努力下，经过多次尝试才借助纤维
支气管镜将直径达2cm的果核取
出。这枚果核完全把气管堵死，要
不是插管及时娃娃的命就没了。

故事二：1岁娃被纽扣电池腐
蚀食道

1月5日，一名1岁女童在家中
误吞异物被送到成妇儿，耳鼻喉科
实施急诊手术从食道部位取出一
枚纽扣电池，术中镜下可见食道壁
已有明显腐蚀伤痕。为了防止伤
口恶化，宝宝术后至少20天不能吃

东西，只能靠鼻饲管供给营养。
故事三：充电头金属片卡进2

岁娃鼻内
1 月中旬，一个 2 岁的“费头

子”娃娃在家中玩耍时，把一条充
电线的端头塞进了鼻子里，家长发
现后赶紧去拽，没想到线出来了金
属头却卡在里面出不来，赶紧送到
成妇儿。经影像检查后医生发现，
金属头卡在了鼻腔后临近鼻咽部
位，只能实施麻醉后手术取出。

除此之外，还有多个类似事
件：12 岁少年误吞蛙骨卡喉；1 岁
11 月的幼儿误吞硬币卡喉；2岁6
月宝宝误吞瓜子卡气道；6岁孩子
误吞鸡骨卡喉……

医生盘点后发现，2025年1月
1日到21日，他们接诊的气道、食
道异物住院患儿已达 7 例。“这些
是卡得厉害要住院做手术的，加上
门急诊上通过喉镜或鼻镜取了异
物就能走的患儿，那就更多了。”

前沿技术带来更精准、高效的治疗。

关爱小病患。

市二医院博士墙。

温馨服务提升患者就医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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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可能成为孩子的“夺命刺客”
春节将至，又到了关注儿童健康和安全的时

候。你知道每逢春节儿童医院里接诊最多的病

例是哪种吗？看完以下几个故事你便清楚了，现

在还只是临近春节，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以下简称成妇儿）已经忙得人仰马翻了。

过
年
了

及时关注

近日，市民钟女士因突发“爆裂
样头痛”前往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急诊科就诊，CT 检查发现，她颅内
有散在出血。经神经外科紧急会
诊，进一步的脑血管造影检查提示，
钟女士左侧大脑中动脉瘤破裂出
血。神经外科血管组专家团队立即
安排“开颅大脑中动脉瘤夹闭术+颅
内血肿清除术”，手术非常顺利，术
后患者神志清楚，言语及肢体活动
等神经功能均恢复良好。

春节临近，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如
果出现“爆裂样头痛”，切记不能拖延等
待，务必前往医院检查，以免引发悲剧。

颅内动脉瘤有哪些症状呢？市
三医院神经外科专家张孙富说，未破
裂颅内动脉瘤常无明显症状，一旦破
裂，会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进而出
现各种不同程度的症状，如爆裂样头
痛（最为常见）、恶心呕吐、意识障碍、
偏瘫、失语、癫痫等，出血量大且迅猛
者甚至可直接导致生命危险。

他介绍说，临床中也发现，部分
动脉瘤患者在破裂之前，可能出现轻
微头痛、眼眶周围疼痛、动眼神经麻
痹等先兆症状。出现这些症状应引
起重视，尽早就医规范治疗。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近日，一名家住白玉县的藏族
女性因突发高血压脑出血被紧急送
往白玉县人民医院。由于出血量
大，病情危急，家属希望转诊至成都
的医院，但长达12小时以上的车程
极有可能导致病情恶化，错过最佳
手术时机。于是，一场跨越生死的
医疗救援在甘孜县人民医院上演。

为了节约救治时间，患者家属
得知来自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组
团式”帮扶的神经外科医生曹毅博
士驻点甘孜县人民医院后，他们果
断选择转诊甘孜县。

患者出发前，接到通知的甘孜

县人民医院立即启动院前急救应急
预案。曹毅博士通过电话远程指导
白玉县医院医护团队监测病情变
化、稳定控制血压、降低颅内压及止
血等关键操作。在团队的配合下，
患者在短短3小时内顺利抵达甘孜
县人民医院。患者到达后，曹毅与
对口支援“组团式”帮扶医疗队联合
县医院医护人员迅速接手，在完成
术前评估后，以最快速度将患者送
入手术室。手术顺利完成，患者转

入重症监护室进行术后管理，次日
便意识清醒。

据介绍，自2024年6月参加“组
团式”帮扶以来，曹毅博士在甘孜县
人民医院外科病房成功组建了神经
外科医疗组及神经重症监护室。截
至目前，该团队已收治神经外科相
关患者 120 余例，神经外科住院患
者占全年总数的 17.8%，极大提升
了当地专科技术水平。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雪域高原上的生死接力

近日，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中医
肛肠科成功为一名混合痔患者实施
了快速手术流程，从术前检查到手术
完成仅用时5小时，极大地提升了患
者的就医体验。

患者刘晓宇（化名）在 7 年前首
次出现便后肛门肿物脱出的情况，起
初还能自行回纳，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症状逐渐加重，需要用手才能回
纳。最近，刘晓宇的症状明显加重，
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于是，他来到市五医院中医肛肠科就
诊，被确诊为“混合痔”Ⅳ期，医生建
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

当天上午9:50，中医肛肠科主任
邓台燕评估该患者无基础疾病，符合

“快速手术流程”，随即开具了入院手
续和相应的术前检查单，并通知住院
部和手术室做好接收和准备工作。

10:00，住院部护士黄文陪同患者
完善各项检查。超声医学科、放射科、
医学检验科等辅助科室启动绿色通道。

11:51，完成检查后，乘坐院内交
通车到达东区肛肠科住院部办理入
院手续。

12:19，主管医生刘强详询病史
后，给出了最佳手术方式，通知管床
护士做好肠道准备。此时大部分检
验检查结果已出。

13:30，所有检验结果已出，通知
手术室接患者。从检查到此时，耗时
3.5小时。

13:50，刘晓宇在腰麻下接受了
手术。

14:45，经过肛肠团队和麻醉手
术中心的通力合作，手术顺利结束。

15:10，刘晓宇术后平安返回病
房。到此时，从术前检查到手术完
成，总共只用了5小时。

市五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院于2024年1月启用快速手术流
程，力争在4-8小时内完成“发现病
灶”到“手术切除”的医疗服务。目前
已为结直肠肿瘤、混合痔、乳房良性
肿瘤等10个病种患者累计完成32例
手术病例。快速手术流程缩短平均
住院日1.7-4天，减少次均住院费用
80-4000元不等，大大提升了患者满
意度。 宋建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出现“爆裂样头痛”不要“等等看”

健康警示

快速手术
从门诊到手术结束仅5小时

经典手术

故 事 幼童遭遇“夺命刺客”

过年过节聚会多，是儿童气道、
食道异物高发时期。哪些东西容易

“闯祸”？让成妇儿耳鼻咽喉头颈外
科的专家为我们盘点一下。

1、坚果类：花生、瓜子、杏仁等
坚果，特别容易“闯祸”。孩子一边
玩闹一边往嘴里塞，坚果很容易趁
虚而入，卡在哪儿都是大麻烦。

2、骨头类：孩子们啃骨头时咬
下来的小块骨头，很容易被误吞。
若是吞下尖锐的鸡骨头、鱼刺，就更
危险了，很可能划破食道。

3、玩具小零件：常见的有硬币、
纽扣电池、玩具上的珠子和小零件
等，孩子玩着玩着就会不自觉地把它
们放进嘴里。此前本报就曾报道过
磁力珠引发的大祸：一名4岁女童当
糖豆吞下，致多处肠穿孔抢救10天。

盘 点

哪些东西容易“闯祸”？

作为一家大型三甲综合性
医院，市二医院在2024年全力践
行公益职责，这一年，该院建立
的城市医联体成员单位达到 37
家，皮肤科专科联盟达到 85 家，
另外还有 1900 个科联体。优质
医疗资源的下沉，让人民群众在
基层就能享受三甲医院的医疗
服务，使医院双向转诊患者达25
万余人次。

此外，该院 2024 年派出 1 名
医师随第10批援东帝汶中国（四
川）医疗队开展援外医疗工作，受
到表扬；派出 4 名医务人员赴西
藏日喀则地震灾区开展医疗救治
工作；持续进行对口支援“传帮
带”、乡村振兴驻村定点帮扶，共
计下派 137 人，受援的炉霍县和
甘孜县人民医院共4个专科获评
州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进一步
提升了当地的医疗服务能力。

2024年，市二医院一如既往
地深入推进改革创新，该院医保
管理案例入选四川省医院协会优
秀案例，被成都市医保局评为
2023年度“医保管理创新单位”；
医联体建设工作在 2024 年全国
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暨中国卫生
发展会议中进行了交流发言。

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
年，医院将在市卫健委党组的领
导下，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立足全市卫生健康“一盘棋”，以

“五链融合，四进争先”为目标，构
建党建链+学科链+服务链+保障
链+文化链“五链融合”发展模
式，推动实现能力进阶、智慧进
级、考核进位、管理进步四大发展
目标，助力医院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新篇章，为建设健康成都提供
强有力支撑。
文/洪观 张笑菲 供图/市二医院

2024年，市二医院开展“优质
服务提升年”行动，推行“行政围绕
临床转，临床围绕病人转”的“双
转”制度。该院借用网格化管理理
念，将医院临床科室切分成若干个

“微网实格”，每个行政后勤部门对
接2-3个临床科室，而每个院领导
以包片的方式对应行政后勤部门
和临床科室，从而在每个“微小单
元”内去解决临床医务人员和患者
遇到的细节问题。而医务人员则
从繁杂的、与临床工作不相干的事
务中“解放”出来，让他们专注于服
务患者，通过流程优化、技术提升、
服务改善等让患者获得更好的就
医体验。此外，监察室在整个“优
质服务提升年”活动中发挥了重要
的督导问效作用，确保各项改进措
施得以有效落实，使活动取得了实
实在在的成效。

在“优质服务提升年”中，经
过全院努力，让患者实现了 CT
核磁当天既能做检查也能出结
果，开设了超过 70 个专病门诊，
其中有 8 个 MDT（多学科协作）
门诊，同时将服务延伸到前端，采

用“治未病”的方式帮患者拦截疾
病。“优质服务提升年”行动在患
者中产生了强烈反响，2024 年，
12345收到患者对该院的表扬件
同比增长248%。解决“患者急难
愁盼问题”工作经验在“全市卫生
健康系统安全生产和信访维稳工
作会”上进行交流发言，并荣获

“市卫健委信访维稳表扬单位”。
其中，2个案例入选市卫健委“改
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
活动十佳典型案例。

这一年，该院智慧医院实现
提能升级，实现了以“人脸识别”
方式解决无卡无码就医痛点等；
获评成都市智慧医疗建设先进集
体，省、市主要领导因此专题调研
了医院智慧医疗建设工作，给予
了高度肯定。

医院通过制定个性化的职业
生涯规划，为职工明确发展方向；
建设职工之家，内设健身房、篮球
馆等，确保职工生活无忧。一系
列的关心关爱措施，让职工满意
度也达到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满分。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以党建引领发展

医疗费用降了 患者职工满意度升了

全力践行公益职责：
广泛建立医联体，援助行动显大爱

优质服务提升年：
推行“双转”，患者职工双满意

抢救误呛果核幼童。

预 防

方 法

被异物卡住时的正确处理

避免食道、气道异物要这样做

如何判断孩子被异物卡住了？成妇儿专
家提醒，有些患者可能没有明显症状，而有症
状的患者可表现为难以吞咽食物、流口水、颈
部或胸部疼痛、咳嗽并呼吸困难或呼吸伴杂
音。通常来说，只要仍卡有异物，症状便会持
续。但有时候即使异物仍然卡着，症状也可能
会消退，家长最好去医院确认一下是否安全。

划重点：判断孩子被异物卡住后，有三
大误区。

第一，别用手抠。因为手指不仅很难准
确取出异物，反而可能把异物越推越深，还
可能不小心划伤孩子娇嫩的喉咙，让情况变
严重。

第二，别让孩子强行吞咽食物。吃口饭
或喝口醋来“顺下去”的做法大错特错，米饭、
馒头等食物，可能在吞咽过程中把异物挤得
更深；有人认为喝醋可以软化骨头，但实际情
况是，就算把骨头直接泡在醋里，一时半会儿
都不会软，更别提只有吞咽接触那一瞬间，不
但起不到作用，还可能耽误最佳救治时间。

正确做法就是：别犹豫，立即送往有条
件做儿童鼻咽喉镜、胃肠镜或支气管镜的医
院就医！

成妇儿专家表示，避免儿童食道、气道被
异物卡住，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孩子吃东西
时不要大笑、打闹，减少呛咳机会。

其次，避免让孩子在看电视或玩耍中进
餐，进食时提醒孩子细嚼慢咽。

再次，吃肉、鱼、枣时，先去除骨、刺、枣核，
喝汤时注意汤中是否有细骨渣和小鱼刺等。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家长务必妥善放置
细小物品，不要让孩子把类似纽扣、硬币、小
玩具、电池等物品放在口中玩耍；少给儿童喂
食果冻、红枣、花生、瓜子等食物。

邓云霞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供图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