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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作
为全市的精神卫生中心，得到
了市委、市政府、市卫计委和
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目前已
发展成为以心理、精神、老年
医养为龙头，神经内科、内科、
外科、妇产科、中医科、口腔
科、康复科等多学科全面发展
的综合医院。

几年来，在聊城市委、市
政府正确领导下，在省精神卫
生中心及聊城市卫计委精心
指导下，全院的精神卫生工作
紧紧围绕《山东省精神卫生暨
重大公共卫生精神疾病防治
项目工作会议》精神和聊城市
卫计委的工作思路和重点为
工作目标，全面、扎实地开展
工作，较好完成了各项工作。

2012年，在市卫计委和莘
县县政府大力支持下，全院在
莘县十八里建立了精神病分
院。分院的建立，不仅填补了我
市八个县市区没有专业精神、
心理疾病专科医院的空白，也
探索出了一条精神疾病防治工
作重心下移的新路子，同时完
成了市级医疗卫生部门如何更
好地为基层群众做好医疗卫生
服务工作的新课题，被省卫生
厅定义为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的

“聊城模式”，拟在全省推广。今

年，全院又通过招商引资方式，
建成了以精神疾病患者康复为
目的的鲁西脑病医院。两所分
院运营以来，基本处于满负荷
运转，大大减缓了患者的住院
压力，提高了患者的服务水平。

全院常年举行团体、个体
心理健康指导、心理状态测评、
心理行为问题咨询等，同时开
设公益心理卫生大讲堂。仅
2013年，就开展了以普及《精神
卫生法》相关知识为主题的讲
座100余次，免费咨询活动40余

次，受益人群达到3万余人次。
同时常态化开展进学校、进社
区、进机关、进企业的心理卫生
健康讲座，与妇联合作成立了
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指导中心、
与市红十字会共同成立了心理
危机干预志愿者服务基地，开
设了心理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
两条热线，与团市委合作开通
了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这些
教育活动普及了精神卫生知
识，市民的心理健康自我保健
意识普遍增强。

统筹规划，创新精神卫生工作机制

自莘县分院成立以来，全
院以莘县乡镇医院为培训点，
向乡村医生辐射，建立起精防
工作培训机制，开展了整体培
训工作，仅2013年乡村医师培
训已达1000余人次。另外，全
院开办了心理咨询师培训学
校，培养职业心理咨询师，为
广大市民的心理健康服务提
供了专业人力保障。目前，中
心已成为滨州医学院、聊城职
业技术学院、济南协和医学院

教学医院，并为泰山医学院提
供专家授课团队，进一步丰富
了精神卫生资源。

全院采取一个精神科病
房对口支援一个县市区的结
对子方式，完善了县、乡、村精
防三级网络建设。在此基础
上，又设置了三级网络管理人
员147名，对我市所辖行政区
内 6 0 4万人口进行了有效管
理，截止目前，共排查录入精
神疾病患者信息32545例，排

查、录入率居全省首位。
全院以“ 6 8 6”项目实施

为契机，在莘县、阳谷、冠县、
东阿四个县全面开展重性精
神疾病监管治疗示范区的实
践与探索，截至目前，四个项
目 县“ 6 8 6 ”免 费 服 药 共
2244人次，应急处置700余人
次，患者家属健康教育 2 3 0 0
余人次，其中莘县对在管癫
痫病人 8 4 3人次进行了免费
服药。

强化培训，丰富精神卫生资源

几年来，全院积极践行
“替政府分忧，为社会奉献”的
办院宗旨，彰显社会责任。因
病致贫现象，在精神病患者群
体中格外突出。为此，全院先
后参与、发起了“爱心惠民工
程”，连续开展以关爱重性精
神疾病患者为目的的爱心惠
民活动；成立了聊城市“青少
年精神残疾救助基金分会”和
聊城市“精神残疾、智力残疾

托养中心”等系列惠民活动，
累计投入资金已达 3 7 0余万
元，460余名贫困重性精神疾
病患者得到免费治疗；2013年
8月起，全院实行了“先看病、
后付费”政策，为患者先行垫
付医疗救助资金；对农村五保
对象、城镇“三无”人员、特困
家庭等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实行医疗救助，向社会公开
承诺“不能因贫困让精神障碍

患者得不到治疗”。
截至目前，在全院享受医

疗救助人数达1954余人次，支
出医疗救助资金1700余万元；
今年，全院积极开展了践行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每名党
员都与一名重性贫困精神疾
病患者结成对子，全额救助住
院费用，大大缓解了贫困患者
经济压力，在社会上产生了巨
大影响。

全院积极践行公立医院办院宗旨

市四院参加团市委组织的“聊城市贫困地区六一关爱行动”并捐款。

党员干部帮扶贫困患者。

书画治疗室。

医患和谐，共迎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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