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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对口援建医疗队

上海市卫生健康系统创新推进对口支援（合作）工作，优质医疗
持续输送至西藏、新疆、青海、云南、福建三明、安徽六安等地——

奔赴千里“医”路，造福民众健康
急性基底动脉闭塞性脑梗死，所有脑梗死中最严重的类型，

若未得到及时治疗，死亡率超过50%。近日，在我国西部边陲的

新疆喀什地区，一名78岁的患者就迎来这一死亡威胁，他晨起

后突发头晕、呕吐，很快发展到意识丧失。

家人赶紧将他送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上海援疆专家带

领团队快速反应，完善检查结果提示为急性基底动脉闭塞引起的

脑梗死！治疗团队当即施行球囊血管成形术，患者转危为安。

按照“中央要求，当地需求，上海所能”相结合原则，根据市

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今年，上海市卫生健康系统整合全市医疗卫

生资源持续推进对口支援工作。数据显示，今年，上海已完成医

疗对口支援项目61个，援派720余名医疗卫生干部人才赴受援

地工作，推动西藏、新疆、青海、云南、福建、安徽等受援地区医疗

卫生事业迈上新台阶。

再往深处走，“组团式”对
口支援扩围

今年8月，在新疆喀什，上海市卫健委组

织瑞金医院、仁济医院、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等

9家三甲医院与新疆喀什二院签订深化“十四

五”中后期“以院包科”组团式帮扶协议。与此

同时，浦东新区、闵行区、宝山区、静安区卫健

委分别与喀什地区莎车县、泽普县、叶城县、巴

楚县卫健委签订“十四五”中后期深化医疗卫

生对口帮扶协议，通过结对签约，上海与受援

地区建立起更紧密的帮扶关系。

当前，新疆喀什二院正加快推进包括危

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卒中中心等在内的“五大

中心”建设。截至今年11月底，喀什二院完

成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急诊介入手术252例，

危重症救治成功率达98.9%；开展门急诊诊

疗8137余人次，接诊急危重症348人次，手术

1654台，其中三四级（高难度系数）手术1064

台，引入新技术69项，切实提升当地白姓就

医获得感。

依托“组团式”支援模式，上海市卫健委牵

头深化中山医院、华山医院、瑞金医院、仁济医

院等20余家三甲医院“以院包科”的工作内

涵，推进新疆喀什二院、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

院“强三甲”建设。

好消息也从青海传来：今年5月，在上海

援青医疗队不懈努力下，青海果

洛州人民医院正式挂牌“三级乙

等”综合医院，实现果洛州卫生

事业的重要突破。

今年，上海首创的“组团

式 ”对 口 医 疗 支 援 工 作 再 扩

围。就在今年8月，上海市卫

健委按市委市政府要求，发动

市区两级力量，新增“组团式”

支援云南省墨江县人民医院和

云南省大关县人民医院的援医

工作。由瑞金医院牵头，会同

金山区医疗机构与墨江县人民

医院建立结对帮扶关系；由仁

济医院牵头，会同闵行区医疗

机构与大关县人民医院建立结

对帮扶关系。

西藏日喀则，新疆喀什、克

拉玛依，青海西宁、果洛，四川凉

山，云南各地……如今，这些地方都有上海医

生的奋斗身影。

背靠上海医学高地，放大
优质医疗辐射面

如何为当地培养医学人才，是上海在思

考、并落于实践的一件事。在新疆喀什，今年

依托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上

海健康医学院实施的定向医学生培养项目，

共培养医学研究生63人、本科生133人。今

年，在市卫健委协调下，对新疆克拉玛依市

12名赴沪学习进修的高年资医务人员实施

“一对一”导师制的临床带教，并协调长宁区

选派4名社区医疗骨干赴克拉玛依市开展为

期2个月的基层医护培训，帮带当地4家基层

医院的300多名医护人员。

今年9月，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开启

第八届西藏自治区医学珠峰论坛，论坛包含

1个主论坛、21个分论坛，影响面覆盖西藏

及其他多个省市。

截至今年11月底，上海市卫生健康系统

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具体通过援派

专家导师带教、接受来沪进修培训、开展远程

教学、选派专家赴受援地举办讲座等形式，为

受援地培训医疗人才达17000余人次。

信息化进一步放大优质医疗的辐射度。

当前，上海正持续推进云南省影像云平台和迪

庆、楚雄等10个地州（市）医疗影像云平台项

目建设，150所二级以上基层医疗机构、540所

乡镇医疗机构实现互联互通。

在上海青海两地的共同努力下，青海果洛

州玛沁县人民医院今年初步实现远程会诊、远

程培训、远程影像。在新疆，“远程门诊”在喀

什二院正式开诊，截至今年11月底已完成远

程会诊1087例，其中自治区内会诊163例，沪

喀远程皮肤科专家门诊72例。喀什二院“访

惠聚”驻村工作点今年继续定时开展远程门

诊，为孕产妇、儿童、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等开通

上转就医通道，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能享受到

三甲医院的医疗资源。

持续推进医疗惠民项目，
缓解百姓看病就医难题

今年，上海持续推进一系列医疗惠民

项目。

在新疆喀什及对口四县，“三降一提高”项

目持续开展，截至今年11月底，已完成9981名

孕产妇免费检查、30767名适婚男女免费婚检、

8084名孕妇唐氏筛查，完成528名危重孕产妇

和5岁以下儿童医疗救助，开展7300余名城镇

妇女免费两癌筛查，完成3695名结核病患者

集中治疗服药和伙食补助、19752例疑似结核

病筛查，实施“启明行动”“光明行动”，完成81

名听力、视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和243名白内

障等眼科复明手术。

今年，上海还继续选派

精锐力量 ，做好对口支援

四川凉山州布拖县、普格

县艾滋病、结核病、丙肝和

梅毒等重大传染病防治攻

坚工作。

今年，上海市卫健委组

织市三级医院专家先后赴新

疆（喀什地区、克拉玛依市），

青海果洛州，西藏日喀则市，

云南（文山州、红河州、西双

版纳州、普洱市、昭通市），安

徽六安，福建三明等地开展

巡回医疗活动，着力解决当

地群众地方病、常见病诊治

难的问题，惠及各族群众8000余人。

谈及2024年的对口支援工作，上海市卫

健委党组书记、主任闻大翔表示，市卫健委将

继续依托上海医疗资源优势，深入研究当地所

需，推进医疗人才“组团式”对口支援工作，在

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上海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

的培训基地作用，为受援地培养多层次医疗卫

生人才，并借助“互联网+”新技术与医联体模

式，以受援地的地市级医院为龙头，带动辐射

县乡村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由“一座高峰”

带动“一片高原”，进一步缓解西部及革命老区

基层群众看病就医难题。

陈尉华

第十一批上海援疆医疗队队长，喀

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

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副院长

2023年4月23日，第十一批上海援疆医疗

队来到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20名队员来自

18家上海三甲医院的顶尖学科，平均年龄

40.55岁，75%为博士、75%为党员、75%为80

后。这一年，医疗队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持续推动喀什二院医、教、研发展，为地区各族

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我们开展了新一轮“师带徒”科室骨干培

养计划，20位援疆专家带教43名临床学员和

23名管理学员，通过“一带一、一带X”的带教

模式，努力为南疆喀什留下一支带不走、高水

平的医疗卫生专业人才团队。

比如，心胸外科朱家全主任带教的徒弟，

已能独立完成主动脉根部置换Bentall手术；心

血管内科陈庆兴主任的两个徒弟经4个月强

化学习，可独立完成室上速的射频消融手术；

口腔科廖骞主任指导的徒弟，这次入选了自治

区天山英才青年拔尖人才项目，这是喀什二院

人才培养项目“零的突破”。

“援疆专家会做、能做，只代表上海专家的

水平，援疆专家带的徒弟行，才是真正的本

事。”我们这些师带徒的实践也深深影响着全

院医务人员，他们的观念也在悄然转变，从依

靠援疆专家干，到积极参与一起干，再到主动

要求自己干，科室间的协作在一次次实战中更

紧密、默契，真正实现从“输血”变“造血”。

援疆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更是我们展

示所学、报效国家的良机，上海援疆医疗队将

坚持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卫生援疆各项

工作中，推动喀什二院高质量发展。

王庆华

第九批上海援藏医疗队队长，日喀

则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日喀则市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上海市卫健

委中医药传承发展处处长

今年，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又迎来许多重要

节点：1月，急诊医学科获批国家级临床重点专

科；4月，医院获批建成自治区级危重孕产妇救

治中心及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9月，“自治区

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开工，预计2025年7月

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更好地为日喀则、那曲、

阿里等西藏西部地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资源。

2023年8月4日对上海市第九批援藏医疗

队来说也是一个特殊日子，这天，他们开始了

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工作的第一天。从上午

开始，来自上海各大三甲医院的援藏医生们便

开始了查房、带教、门诊、管理等各项工作。此

时，一条信息传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伤员

要紧急转来。经医院领导协调，医务科、急诊

科、普外科、胸外科、神经外科、超声科、影像

科、麻醉科等援藏医疗队队员及本院医护以最

快速度集结。沪藏医护相识仅一周，却像配合

多年的同事。四五个小时后，一名名患者转危

为安，医疗队员们互相看着对方发紫的嘴唇，

露出欣慰的笑容，救命的本能让他们忘记了高

原缺氧。

医者仁心，上海援藏医疗队一次次挽救垂

危生命，获当地群众认可。未来，我们还将充

分发挥“上海-日喀则临床医学诊疗中心”的作

用，持续推进“以院包科”建设13个临床重点

学科诊疗中心，以“五大多学科（MDT）诊疗中

心”为平台，加快推动医院建成科室门类齐全、

覆盖面广的医疗救治体系。

周 峰

第五批上海援青医疗队队长，果洛

藏族自治州卫健委副主任、党委委员，

上海市黄浦区疾控中心主任

第五批上海援青人才团队2022年7月进

驻青海。在青海最大的感触是，这里风景秀

美，牧民质朴，但也存在环境艰苦、人才稀缺等

问题，限制了当地医疗事业的发展。

自2016年起，由黄浦卫生系统派出3批医

疗队伍对口帮扶果洛州人民医院，2023年，果

洛州人民医院获批升为三乙综合性医院，实现

历史突破。近年来，当地医疗水平有了长足进

步，“组团式”帮扶效应不断扩大。2023年8月，

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决定，委托上海市第六人

民医院牵头,协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上海

市第一人民医院、黄浦区医疗单位等共6家单

位对口帮扶果洛州人民医院。

我们注重上海医疗队的协同，联合一州两

县三所上海帮扶的人民医院，开展“两小时医

疗救治圈”，已救治急危重症215例，上海援青

医疗的口碑效应逐步提升。

由虹口区和长宁区医疗队对口帮扶的

两所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人民医院完

成了标准化“健康管理中心建设”。其中，玛

沁县人民医院帮扶团队新建标准化“急诊医

学科”和“远程医学中心”，移动医疗车在高

原县级医院中实现“移动CT远程智能专家

影像会诊”应用。甘德县人民医院帮扶团队

开设“甘德健康大讲堂”，深入乡镇、牧区开

展义诊宣教。

上海援青团队的成员都怀揣着“尽己所

能，为西部卫生事业发展贡献一点力量”的想

法，坚持“输血”培养不放松、“造血”能力再加

强的目标。2024年，上海援青医疗团队将通过

“组团式”帮扶进一步增加沪果两地人才、技术

的双向交流，为推进中国特色健康新果洛作出

新贡献。

陆小磊

云南省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四级调

研员（挂职），上海援滇干部联络组临时

党委委员，上海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四

级调研员

2022年7月，我作为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的

一名援滇干部，接过帮扶云南的接力棒，踏上

云岭大地。在云南帮扶的五百多个日夜，我以

“云南所需，上海所能”为重点，以加强沪滇两

地沟通协作为工作抓手。

2023年，我全身心投入沪滇帮扶协作工

作，虽面临困难、挑战，但在云南省卫健委协

助下，我们合力克难，圆满完成160余项工作

任务。比如，我们积极调研，全力为云南争取

帮扶项目资金，选派、调整沪滇两千余名医卫

人才赴云南全省各县开展医疗对口帮扶。在

我们团队的积极推进下，受援医院的发展得

到有力支持，基层医疗机构的能力得到明显

提升。

为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

疗服务，我和团队深入基层，多次参与并组织

调研边远及高海拔地区、经济发展薄弱区域。

今年8月，我们积极协调沪滇两地卫健委，修

改大关、墨江县的东西部协作方案，协调沪滇

多家三级医院增派医疗人才赴大关、墨江县人

民医院加强对口帮扶力量，创新建立医疗信息

共享、远程会诊合作项目。

2024年，我将继续积极推进云南受援医院

信息化建设，在帮扶内涵上更注重深度，聚焦

精准，将帮扶力量不断下沉基层，支持做好云

南省国门医院建设。

我觉得只要用心、用情、用力，一心为了当

地群众，援滇就不再艰难。健康帮扶路上，我

累并快乐着，乡村振兴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胜

利，但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体现上海

作为，将“上海模式”延续，为东西部协作作出

自己的贡献。

邓 漾

上海援墨江医疗队队长，墨江哈尼

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无

锡分院副院长

自 2023年 8月 11日至今，上海“组团

式”帮扶10名专家到墨江县人民医院开展

医疗帮扶已有四个月，在此期间，上海市“组

团式”帮扶医疗队累计接诊门急诊患者3842

人次，开展各类手术及操作1873人次，业务

培训 1842人次，巡回医疗诊治患者 877人

次。这些数字背后不乏一个个令我们印象

深刻的救治故事。

记得2023年9月中旬，门诊接诊了一位70

岁的女患者，主要症状是“下腹胀痛伴有便

血”。我把患者紧急收治入院后，患者又出现

了高热（39.2℃）、气急、休克等表现，急诊腹部

CT提示：空腔脏器穿孔。在麻醉手术科医护

的支持下，我和普外科的同事急诊实施了剖腹

探查手术，术中发现乙状结肠肠壁坏死，伴有

约2.2厘米大小的穿孔，大量粪渣和恶臭气体

溢出，腹腔有约1200毫升黄色脓性液体。这

是一例典型的“急性弥漫性粪汁性腹膜炎”，国

外有报道，该疾病的死亡率高达66%至72%。

我带领手术小组以“损伤控制”的治疗理念，尽

快切除病损肠段，彻底冲洗腹腔和盆腔，进行

乙状结肠造口，从而缩短麻醉和手术的时间，

减少手术创伤。

术后，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经历了快速

心房颤动（心率最快高达200次/分）合并急

性心衰、腹腔残余感染、肺动脉分支栓塞、肺

不张及低氧血症等多种病情变化，在上海

“组团式“帮扶专家周淏（重症医学科科）、朱

天奇（心血管内科）和倪磊（呼吸与危重症学

科）的全力救治下，患者全身感染情况得到

控制。经历十多天重症监护病房的治疗，在

大家共同努力下，患者转危为安，于国庆期

间出院。

吕 磊

上海援大关医疗队队长，大关县人

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西院联合办公

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帮扶工作开展四个月来，沪滇携手，我们

聚焦医院管理、医疗技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

和智慧医疗五个方面开展工作，与此同时确立

目标：向前打造“一站式”健康管理中心，向后

新建康复科，向下与大关县乡镇卫生院建立紧

密型医共体，向上与上海大后方共建远程医疗

平台。目前，帮扶工作初见成效。

在帮扶专家的带领下，我们完成大关县首

例乳腺癌手术、首例全麻喉罩插管、首例超声

引导下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细胞学技术等，填

补了医院多项技术空白。

帮扶专家主刀和指导开展三四级手术56

例，成功抢救危重患者23例，其中急诊内科帮

扶专家王辰飞带领当地医护成功抢救了一名心

脏骤停20分钟的患者，创造了生命奇迹。

上海和昆明专家的医术水平在当地广受

赞誉，病人口口相传，许多邻县病人甚至慕名

跨区而来，寻求帮扶上海专家的诊治。我们

始终坚持把“培养本土人才、提升造血能力”

作为“组团式”帮扶首要任务，努力将上海先

进的医疗技术、优良作风、新的理念传授给当

地医生。

2024年，我们将从管理、学科发展和人才

培养方面加大改革创新力度，继续深化完善管

理制度，完善绩效改革；深化急诊急救“五大中

心”建设，推进临床服务“五大中心”建设，加强

重点学科建设，积极开展临床研究；进一步推

进师带徒方案实施，推选30多名医护及管理

人员外出学习。

沪滇情深，对在大山深处的白衣天使来

说，这条帮扶之路道阻且艰，前进的路上还会

遇到各种困难和矛盾，但我们深知，心之所向，

行必能至。

▲上海援墨江医疗队当地查房中。

▲ 上

海援藏医

疗队队员

在日喀则

市萨嘎县

人民医院

义诊。

▲果洛州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前往玛沁县幼

教机构，进行先天性心脏病筛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