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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年一一跨跨越越，，百百年年医医院院展展新新姿姿
┮晋升三甲、打造省级保健中心，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信心满满
┮中医药新时代来临，践行“治未病”理念为市民健康护航

2013年6月，淄博市亚健康学会挂
靠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以“中医药调
治亚健康”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和临床
应用应运而生。推动了中医、中药、针
灸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医院继续发挥
中西医结合特色，并组织工作人员建
立高危人群健康档案，制定了完善的
中医干预治疗方案，加强对慢性病患
者进行健康管理，进行中医预防保健
及治疗。

经过5年的摸索发展，2014年，医
院顺利接受了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
对省中医药预防保健中心的验收评
审。将为市民提供中医药预防、保健、
康复及治疗服务,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中医养生保健需求,实现中医“未病
先防、既病防变”的养生目的。

五年探索磨砺

打造省级保健中心

11月14日,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原市八院)顺利接受了山东省中医药管理局对省中医药预防保健中心的验收评审。评审通过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将
成为经省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的省级中医药保健中心,将为市民提供中医药预防、保健、康复及治疗服务,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中医养生保健需求,实现中
医“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养生目的。

这也是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自去年顺利晋升三甲，先后被确定为山东中医药大学教学医院、加入山东省首个中医大型医疗疗集团——— 山东中医药大学集团
后，再次在“中西医结合特色发展”道路上的又一次新跨越。

编者按：

坚持特色发展，肩承社会责任，三甲成医院发展新起点

心心系系百百姓姓，，打打造造““中中西西医医结结合合111100””品品牌牌

2014年，医院尝试以人才工作
为突破点，探索建立培养自有人才
与引智借智相结合的多元化立体
人才培养模式，全力熔炼高素质、
全方位、多层次的人才队伍。

据了解，目前，淄博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是淄博最早开展CEA手
术，并且完成病例数最多的医院，
手术指标和安全性均达到国际标
准。这些成绩，源自医院通过国际
视野培养人才、不求所有引智借
智、不拘一格用好人才的发展战
略。三甲之后，医院进一步优化人
才培养模式，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引进专业人才58名，为加强医院的
专科建设和后备人才队伍打好了
基础。通过开展专业技术岗位分级
竞聘工作、完善激励政策等措施，
激发人才队伍活力，在全院营造浓
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
围。

不只如此，医院瞄准介入、肿
瘤、中医、血透、康复等重点专科建
设方向，千方百计引进实用型人才
为我所用。

千方百计引人才

多学科融合并举

2013年，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顺利通过三甲评审，从
二甲到三甲，医院仅用了7年。沿着医院走过的发展轨迹看
前方未走的道路，很难想象在这个充满奇迹的地方，未来
还将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不过不管怎样，为淄博市民提
供最优质的医疗服务，救治更多的患者，帮助更多的弱势
群体，是医院永恒不变的主题。

“特色发展”是引领淄博市
中西医结合医院跨越式发展的
最精髓元素。

据悉，医院的中医特色诊疗
技术达到64种，成立中医专家工
作室，彰显国粹精华。心外科开
展高难度心脏手术达到市内最
多，成为我市心脏手术的第一品
牌。神志病科强上加强，在被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十二
五”重点专科培育项目的基础
上，加强质量内涵建设，诊疗技

术与国际接轨。
血管外科自主实施颈动脉

内膜剥脱术，填补了淄博市在脑
中风防治技术上的空白，手术指
标和安全性均达到国际标准。与
卫生部脑中风防治协作组、中国
武警总院建立的合作联盟稳步
发展，淄博脑卒中患者的筛查与
防治工作走在全省前列。成立介
入中心，骨科介入、肿瘤介入、肿
瘤等学科，带动多学科呈网状加
速发展态势。

坚守“特色之道”，打造省内一流医院

“成为山东中医药大学教
学医院，为医院临床、科研、教
学的循环上升创造了一个良好
平台。而加入山东中医药大学
医疗集团，则意味着医院可以
依托山东省中医药院大学及其
直属附属医院在全省中医药领
域的龙头地位，深化机制，抱团
发展，优势互补，不断放大合作

效应。”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院长段明福告诉记者，医疗集
团内部理事单位间可以通过医
疗技术支持、管理指导、会诊、
转诊绿色通道、医疗设备共享、
院内制剂调剂使用、检验结果
互认、教学科研合作、人才培养
等方式，实现集团成员单位互
惠互利、合作共赢。

创新发展路径，合作实现共赢

作为淄博大型公立医院之
一，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始终不忘
肩承社会责任。

医院始终倡导集惠民、救
助、创新、发展于一体综合的“大
慈善”模式和“高科技诠释新慈
善”理念，依托慈善总会、红十字
会、残联、工会等组织，通过实施
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先天性心
脏病手术、残疾人康复训练、脑
瘫儿童救助、工会爱心医院等救
助项目，先后配套投入6000余万
元，累计救助各类人群达10余万
人次，救助总额达到了2000余万
元。

在开展救助活动的基础上，

医院今年又建立了助困救治服
务平台，由专人负责社会政策资
助工作，拓展了省内异地病人的
定额资助，着力发挥公立医院公
益性。

除此之外，医院各科室充分
发挥各自专业的优势特点，开展
多种形式的爱心公益活动。比
如，心脏外科中心设立“心生基
金”，用于贫困先心病患儿住院
期间的生活补助。神志病科(心理
科)发挥专业设备和人才优势，成
立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志愿者
服务队，通过网络、电话、现场授
课等形式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
教育辅导等

肩承社会责任，救助群众10余万人

从彰显医者大爱的慈善品牌到
见证技术与实力的三甲品牌，近年
来，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走出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品牌之路。而荣膺三甲
医院后，打造“中西医结合的110”品
牌，成为铸就百年医院新辉煌又一强
劲动力源。

“从建院历史上来看，明年是医
院建院110周年，下一步，我们将以此
为契机，全力打造‘中西医结合的110’
品牌。”淄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院长
段明福解释说，所谓“中西医结合的
110”品牌，是希望医院的中西医结合
品牌像深入人心的110救人于危难一
样广为人知，让医院成为淄博百姓用
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法保健、养生、看
病的第一选择。

2014年以来，医院持续提升三甲
工作标准，不断加强标准化管理和科
室内涵建设，持续提升技术创新能
力，持续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为打造

“110”品牌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打造中西医结合

的“110品牌”

通讯员 李爱学 赵丽娅

从2007年到2014年，对于中医学“治
未病”理念来说，这是一个上升的7年。
从无人关注到备受瞩目，一路走过，需
要的不仅是对未来准确的把脉和展望，
还要有敢为人先的勇气。

200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
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专门指出，要
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在
人民群众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对
此，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也多次表示国
家将加强对中医药的投入和研究，使其
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这些都是从国
家卫生系统最高领导层发出的对中医
药事业的肯定，它们恰如其时地预言了
一个中医药新时代的来临。

抓机遇抢先机

探索中医药新出路

2011年，医院申请建立治未
病中心。期间，医院通过开展膏
方节、下农村进社区开展中医
查体义诊等形式，将三伏贴、中
医膏方调养等“治未病”思想及
中医药的治未病理念，普及到
群众中，并定期为广大群众进
行中医药科普讲座及四时养生
指导。2012年4月，医院被确定为

“淄博市中医治未病工程技术
中心”。

之后，医院又开始着手申
报山东省中医药预防保健服
务中心。以治未病门诊为主
体，整合中医科全体，以中医
查体为先导，提供中医预防保
健服务，并创新挖潜，扩大针
灸、膏滋方、三伏贴、三九贴等

中医药治疗项目。建立了9种
体质健康调养方案和关于妇
科、内科、骨科等疾病健康调
养方案，引进先进检测设备，
提高健康评估能力与疾病的
预警能力，截至2013年底，已
完成体质辨识千余例，体检人
数约5000人次，健康调养门诊
量2万余人次，熬膏千余方。

着眼市民需要，创新挖潜做服务
2009年10月，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治未病门诊成立，首推中医体检体质
辨识，开展了中医体检项目，按照人
的体质不同进行问卷量表检测，帮助
体检者了解体质的寒、热、虚、实以及
不同体质对疾病的易感倾向。为中医

“未病”状态及体质相关疾病的防治、
养生保健、及个性化的“治未病”身心
整合健康管理提供依据。

虽然当时相对于其他门诊更像
是一个“雏形”，但也从中“嗅”出了医
院对未来推广治未病的重视和信心。

试水治未病

为未来“把脉”

在此基础上，医院在第二
年再次发力，成立了女性工作
室。同时，引进了全省首台热断
层成像系统，无损伤、无干扰、
非介入、实时、原位观测细胞代
谢热，对早期脑血管疾病的诊
断，以及对于心肌缺血的诊治
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根据
受检者的TTM图像综合分析，
有病早治、未病先防，实施起居

调养、食疗、心理干预等指导，
配合针灸、艾灸和中药养生等
中医药传统治疗，从而达到强
身健体、预防疾病的目的。以功
能为主的医学影像体检技术，
受到了市民青睐。

为更好推广中医适宜技
术，医院还于2010年7月成立了
传统疗法诊室。运用传统中医
学的方法进行健康干预，积极

整合针灸、推拿、拔罐、敷贴、理
疗、穴位注射、艾灸等中医适宜
技术，制定各类人群的中医特
色保健方案，增强体质、改善健
康状态，提高生活质量；通过运
用中药汤剂、制剂、膏方等药物
进行全面调养，同时开设了饮
食、药膳等特色保健服务，迅速
恢复平衡、调整生命状态，从而
达到治未病的目的。

二次发力，聚焦传统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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