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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医院副院长吴建浓：

人是医院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医”见领袖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

主体，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主力军。”

近日，浙江省中医院副院长吴建浓在接

受《医学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在以治病

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时代背

景下，公立医院既要拓宽服务维度，满足

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需求；也要延伸

服务长度，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更要建

立预警和应急机制，防范化解重大突发

公共卫生风险。“这是公立医院的职责

和使命所在，我们义不容辞。”

《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力争通

过 5年努力，使公立医院运行模式从粗

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那么如何衡

量精细化管理的实效？吴建浓回答道，

“归根结底是要患者说好，医护人员说

好，那就是真的好。”

站在患者角度思考

过去几十年，公立医院长期处于规

模扩张的发展阶段。“尤其是上世纪 80

年代后，老百姓就医意识增强，希望在

更好的医院就医，医疗资源的供需矛

盾推动公立医院不断扩大规模。”吴建

浓说，2015 年国家提出建立分级诊疗

制度，以“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

治、上下联动”的方式缓解“看病难”的

问题，公立医院转而将发展着力点放

在提质增效和精益管理上。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患者来医

院，不仅在乎自己的病能不能看好，而

且关注医院的环境和服务。”吴建浓表

示，医院想要获取患者的信任，增强医

患黏性，首先在医疗水平上要彰显出

明显的技术优势，比如创伤更小、并发

症更少、住院时间更短等。其次医生要

走进患者的内心，做一名暖医，为他们

提供有温度、有感情的服务。

浙江省中医院自建院之日起就秉

承“爱心、责任心，将心比心”的服务理

念。近年来为充分了解患者需求，浙江

省中医院定期进行患者满意度调研并

将结果予以公示。另外，该院还成立了

医患沟通办公室，后更名为“患者之

家”，欢迎患者针对就诊体验提出意见

或建议。吴建浓说，“我们在核定情况

后会结合患者意见进一步优化流程。

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在员工中树立服

务标杆，激励大家见贤思齐。”

浙江省中医院每个季度都会由患

者和医护人员共同评选出 10位“仁和

之星”，并将他们的事迹刊登在医院的

风采栏上。吴建浓称，“这个评选以精

神激励为主，显著提升了员工的职业

认同感和获得感。”

这几年，医院领导不定期带队进行

实地“暗访”，也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要

求开展了“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

题”活动。“去年以来，我们明显感受到

门诊窗口工作人员和自助机志愿者的服

务意识增强，大家工作更热情、更有效率

了，患者的满意度也提升了。”吴建浓说，

其实只要医护人员在遇到患者问题时，

多换位思考，保持同理心，那么医院一定

不会变成冷冰冰的代名词。

关心关爱医院员工

《意见》指出，激活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新动力，要改革人事管理和薪酬

分配制度，健全医务人员培养评价制

度，深化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关于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工作的意见》指出，提高医务人员

满意度是医院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

重要保障。吴建浓对此深表认同，“当

前人才竞争激烈，医院想要吸引人才、

留住人才，就要在强化患者需求导向

的同时关心关爱医务人员，满足他们

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需求。”

在绩效方面，吴建浓表示，浙江省中医

院今年修订了最新版的考核标准，将依据

国家政策要求、医院运营管理制度、岗位类

别、工作量、工作难度、DRG指标、服务水

平等开展多维度综合评价。“任何制度都要

生长在现实的土壤上才有可行性，所以我

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改革，使其日趋科

学合理。同时在执行过程中，确保传达到

位、引导到位，才能防止南辕北辙。”

另外，与“患者之家”相呼应，浙江

省中医院近期会推出“员工之

家”。通过与员工深入沟通，力

所能及地解决他们生活或工作

上的困难，例如寒暑假期间照

护员工子女等。

为了给医务人员提供广阔

的专业能力展示平台，浙江省中

医院每年举办多项技能大赛，以

“比学赶超”激发医护队伍的学

习积极性。每周举办“晨读学

堂”，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每个

季度，医院会邀请科室主任和学

术骨干参加座谈会，调研各科室

的发展瓶颈和未来规划，共同探

索突破和提升的路径。

“人是社会性动物，生活在

这个世界上，我们既需要物质

的富足，也需要精神的丰盈。在医院

里，只有实现这二者的平衡，医护间的

协作度才能提高，患者才能因此得到

更专业更周到的服务。”吴建浓说。

医教研协同发展

浙江省中医院也是浙江中医药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以及第一临床医学

院，集医、教、研三重角色于一身。吴建

浓表示，医疗工作始终是医院安身立

命的根本支点。但作为博士点和规培

基地，拥有 3000多名本科生和 600多

名研究生的医学院，必须肩负起医学

教育的使命。

这几年，浙江省中医院取得了亮眼

的教学成绩，不仅中医执业医师资格

考试通过率连续五年全国第一，而且

师生均在多项省级或国家级竞赛中斩

获奖项，创新能力跃居全国前列。对

此，吴建浓回应，“要重视人才培养，这

是医院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科研方面，吴建浓表示，中医药

在疫情期间药品短缺时发挥了显著作

用，在重症、慢病管理中彰显了重要价

值，但目前仅限于院内临床应用，缺少

研究成果的凝练与推广。近期该院召

开了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大会，着力

打造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新模式。“我

们着力提高临床科研实力，为中医药疗

效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围绕“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

人、怎么培养人”，浙江省中医院完善

人才培养方案，强化“新医科、复合式、

交叉融合”的培养理念。“目前我院重

症医学科与消化科交流密切，因此在

重症患者的胃肠道功能维护与营养支

持方面，我们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今后

我们还将通过 MDT 等手段开拓更广

泛的学术交流。”吴建浓说。

立足全省，浙江省中医院牵头和县

级医疗单位成立了紧密型医联体，规范

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技术，促进医疗资

源合理配置，推动分级诊疗制度下各级

医院互补互利，以早日实现患者“小病

不出县，大病不出省”的理想目标。

每一所医院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

医院文化。对于浙江省中医院而言，吴

建浓表示，首先要培养人才、引进人

才，尤其是外科人才；其次要充分发挥

中医药优势，提高创新能力；最后也最

重要的是，坚持以患者和医务人员为中

心。“就像我们常讲的，医院高质量发

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浙江

省中医院不忘服务好患者和医务人员

的初心，那么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心中一

定有浙江省中医院。”吴建浓说。

吴建浓：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中医院）副院长，重症医学专业教

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人体

健康科技促进会现代医院精益管理专业委

员会委员、浙江省医院协会第一届急诊急救

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主持和参与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2 项、省部级项目 8项，

发表高水平论文 30 余篇，获省级教学成果

奖 1项、厅局级科技奖励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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