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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河社区探索办医新途径开创医疗协作新模式

将名医请到居民“家门口”
本报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王强

探索医疗协作新模式后，来自济南的专家每次都会提前来到滨海医院坐诊。

请来省城大医院名医开展医疗协作
4月26日上午，家住仙河社区的邹阿姨早早来到仙河社区滨海医院。“我年龄大了，

心脑血管方面不太好，听说今天有省里大医院来的专家，我特意从家里赶过来的。”邹
阿姨口中的专家来自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早在2014年，滨海医院就已经挂牌
成为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协作医院，时常有专家来此坐诊。

“如今我们医院已经与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进入了医疗协作的第二阶段。专家
将隔周来滨海医院坐诊。”滨海医院院长陈社堂介绍，如今省城的医疗专家再一次走进
仙河社区，为这里的居民解除疾病痛苦。

2014年10月，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第一次来到仙河社区滨海医院。
这是仙河社区为了满足居民对于高水平医疗的需求开创的一种新模式。

“保障员工健康，就是保护企业的生产力。”仙河社区管理中心主任陈建邦说。同样
这句话也说明了居民对高水平医疗的期盼和渴望，开展医疗合作是一种新形势，但却
值得去尝试。

为了给仙河地区的居民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服务。经过联系接洽，滨海医院挂牌
成为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协作医院。“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会定时来
到滨海医院进行坐诊，而且专家们还会帮助我们进行人才队伍的培训及医疗技术支
持，通过这些丰富的协作方式为住在仙河镇的居民提供了便捷、优质、价廉的医疗服
务。”陈社堂介绍，仙河居民家门口就有了名医，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与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疗协作也符合仙河地区的地域性。”陈社堂说，仙
河地区的居民发病主要集中于糖尿病、痣疮、脱发、更年期综合症之类，只要诊断准确，
按时服药，及时调理，都会收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中医注重对疾病的预防，特别是对
一些慢性疾病，更注重平常的调理，非常适合本地区老龄患者。”陈社堂说，医疗协作的
重点是心、脑、妇科、脾胃、内分泌等诸多领域疾病的治疗，这些疾病是仙河地区居民易
发病。

精湛的医术获居民认可
“我知道专家的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一大早就来了。”68岁的陈师傅在滨海医院

早早等待着。据了解，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将在每周六全天、每周日上午
接诊，周日下午将返回济南工作。

每到省城专家坐诊时，诊室外都挤满了病人。专家们从早上七点半开始上班，一坐
下就被病人团团围住，根本没有时间休息。“有时候忙到连下班后上厕所都是要跑的，
因为有太多的患者了，而专家们又不想让患者们白跑一趟。”滨海医院中医科医生杨建
鲁说，有时一位专家一天内要接待几十位患者。“虽然病人很多，一直处于高噪音的环
境中工作，但专家们的态度都十分温和，而且很尊重病人。这种敬业态度非常值得我们
学习。”

“每次来的专家阵容都显得特别‘豪华’。”滨海医院中医科医生高维宇说，“让我感
到兴奋的是，有一些专家还是我上学时的老师，经验十分丰富，在济南都是要预约很久
才能见。请这种级别的专家治病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

“例如脑病科的张凤霞主任，拥有中医、西医双博士学位。我在陪同张凤霞医生诊
病期间，通过观察专家与病人之间的交流、问诊，查看病人以往的病例资料。”杨建鲁
说，“深感专家对于疾病的诊断，以及项目的后续观察等方面的理念先进，知识面宽广，
不仅病人口服心服，自己也获益匪浅。”

据了解，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派赴仙河的医疗专家都是副主任以上医师，
其中肝病专家李勇、心病专家苏文革、脾胃科专家刘冬梅等诸多专家都是主任医师，这
充分体现出山东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对医疗协作工作的充分重视。

来自省城的专家们除了带来了精湛的医术外，还带来了实惠。“专家们开出的药方
以常见药为主，并没有太多的名贵中药。”杨建鲁介绍，药物多为当归、黄芪、茯苓等常
见中药，价格也较为便宜，平均下来每付药的价格不过二、三十元。一个疗程七付中药，
患者不过支付一、二百元的药费，但是收效却是异常显著，可谓花小钱、办大事，这也更
彰显出专家们的妙手仁心。

4月26日上午，在滨海医院中医科门前见到走廊上挤满了或坐或立的患者，每个人
的神情都有些焦灼，大家都想尽早见到专家。在谈及省城医疗专家来仙河接诊时，许多
患者显得极为喜悦。“去省城看病花钱还是其次，最受不了的是长途跋涉来回奔波。”几
位上了年纪的患者表示，老年人身体虚弱，跑到省城去看病无异于又生了一种疾病。现
在专家来到了家门口，既节省了精力，又节约了财力，真是一件造福百姓的大好事。

仙河镇地
理 位 置 偏 远 、
医 疗 资 源 有
限 ，在 这 样 的
情 况 下 ，作 为
仙河地区唯一
的一所二级甲
等医院——— 滨
海医院已经难
以满足居民对
高水平医疗的
需求。如何能让
居民享受到优
质的医疗服务，
成了仙河社区
所面对的一项
重要问题。正因
为如此，仙河社
区开始积极探
索进行油田内
部医疗支援与
外部医院开展
医疗协作的模
式，有效缓解社
区医疗系统技
术力量不足、人
员紧张的问题，
保障仙河地区
居民对高水平
医疗的需求。

本报5月3日讯(记者 徐文君 通讯员 胡勤康)

“有了这个苗木‘储备库’，我的心里就有底儿了！”近
日，让胜中社区市政管理公司经理刘兰英如此感慨的
正是在雅苑小区育苗基地内的550余棵圆蜡、法桐树苗。
正值春天这些树苗个个都抽芽吐绿、生机盎然。通过自
建育苗基地的方式，一棵树苗能节省60元，成功将苗木
购置费“瘦身”。

据了解，在低油价的严峻生产形势下，油田生产面
临巨大挑战，因此也让成立不足一年的胜中社区市政
管理公司在运行费用上感到捉襟见肘。开源节流、挖潜
增效，已经成为市政管理公司最紧迫的工作。“苗木购
置费在绿化成本支出中占据大头，要过好紧日子，就得
想方设法给这块费用‘瘦身’。”刘兰英说。

基于这种认识，胜中社区市政管理公司的职工们
展开了大讨论。“自己育苗，自给自足”的想法越来越引
起职工们的共鸣。

刘兰英算了一笔账：按当前市价，购买一株胸径8

厘米的白腊树苗，花费近180元。而购买胸径小于6厘米
的树苗，在育苗基地经过2年的培植，达到8厘米胸径
时，成本加起来在百元左右。“保守估计，一棵树苗至少
能节约近60元，通过育苗基地的规模化运作，节约的成
本将会很可观。”

后来，经过多方摸底调研、考察论证，这一想法得到
了社区的认可和支持，并把雅苑南区一块2300余平方米
的临时绿地划定为育苗基地，从源头上卡紧成本支出。

有了地方就需要栽种树苗，谁来栽种又成了一个
问题。“请人来栽种肯定要人工费用，这又是一笔不小
的数目。”让刘兰英所困扰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植树
节期间，胜中社区百余名职工开展义务植树活动，仅植
树节当天就累计栽种圆蜡和法桐树苗550余株，节省了
一定的费用支出。“大家当天都很认真地栽种每一棵
树，这说明节约意识在胜中社区已经深入人心。”

据了解，育苗基地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为其它小
区输送苗木。市政公司技术员翟俊伟介绍，以往绿化补
栽所需树苗，社区都要安排专人到周边地区的种植林
场多方考察、选苗购买。一旦苗木运至小区，不管刮风
下雨、白天黑夜，绿化员工们都必须当天将树苗栽植入
土。即便这样，还会有部分苗木因不适应当地土质和环
境而无法成活。

“现在树苗在育苗基地经过2年左右的精心培育，可
以有效适应本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移栽成活率大幅提
高。”翟俊伟说，不管哪个小区需要补栽树苗，都可以按照
品种、规格随时来这里挑选、提取，非常方便快捷。

“接下来我们还会以育苗基地为契机，陆续引进红
叶石楠等幼苗，穿插种植在树苗之间。”刘兰英介绍，通
过这种乔、灌木立体混栽方式，可以不断提高土地资源
利用效率，进一步推进育苗基地规模化、多样化发展，
持续提升经济效益。

胜中社区挖潜增效自建育苗基地

让苗木购置费“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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