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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胡晓诗 通讯员何永芳

　　走进桂林市妇幼保健院，门诊大厅的显著位
置就是“一站式服务中心”。在这里，患者可以
享受到门诊疾病证明盖章、病历打印复印、医保
审核、护送住院等服务。
　　多年来，市妇幼保健院以惠民、利民、便民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为群众提供更优质、高
效、便捷的健康服务，在不断探索“智慧医
院”、深化“清廉妇幼”的同时，也坚持想患者
所想，急患者所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
务品质，从群众关心关注的小事着手，为就诊患
者提供更好的就医体验。

数字技术赋能 让便民更加贴心

　　 7 月 25 日上午，市民邓阿姨来到市妇幼保
健院做免费“两癌”筛查，在此之前，她已到社
区进行了扫码登记，来到医院只需进行扫码、信
息录入、检验即可，她表示，“一套流程下来很
便捷，服务很周到。”
　　市妇幼保健院是桂林五城区免费“两癌”筛
查项目定点实施单位和全市 17 个县(市、区)
“两癌”项目质控督导单位，需要收集与管理大
量的信息。市妇幼保健院门诊部护士长郑满秀告
诉记者，以前的传统做法是纯手工流程，这不仅
增加了医护人员的负担，患者还要花费大量时间
排队预约，也存在着信息传递不及时、患者数量
无法监控、患者数据填写不完整等诸多问题。
　　能否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对原有流程进行改
造，解决“两癌”筛查工作中的痛点？经过调研和可
行性分析后，市妇幼保健院决定采用智慧掌医与
“两癌”筛查工作相结合的方法，即通过手机端进
行患者信息采集、统计。信息中心生成片区二维
码，每个二维码可以控制预约人数、预约日期，患
者也能通过预约信息按时看诊，省去排队的麻烦。
与此同时，信息中心能够及时了解各城区的工作
开展情况，通过系统识别有效预约人群，如三年内
是否重复筛查，预约人群是否在有效年龄内等，工
作效率得到极大提高。此举解决了“两癌”筛查原
有流程的信息传递慢、信息传递不完整、筛查人群
不可控、筛查信息无法准确核对、筛查人群重复排
队等问题，实现了精准预约。
　　“两癌”筛查流程的升级，只是市妇幼保健
院打造“智慧医院”的一个缩影。目前，医院已
完成智慧掌上医院微信、支付宝双平台建设，关
注医院微信公众号、支付宝生活号或者扫码即可

登录。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便民惠民服务正不
断向纵深发展。
　　据悉，智慧掌医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改造优
化诊疗流程，贯通诊前、诊中、诊后各环节，改善患
者就医体验。提供分时段预约诊疗、智能导医分
诊、候诊提醒、在线签到、检验检查结果查询等线
上服务；开通出院病人自助结算功能，关联财政电
子票据直接获取电子发票；同时拓展开发了医保
电子凭证、“两癌”预约、血透预约、肠胃镜预约等
个性化服务功能，便民利民。掌医系统上搭载了桂
林市电子健康卡平台，全面取代医院实体就诊卡，
让患者在院就诊全流程一部手机、一码通用。
　　同时，医院还积极打造“互联网+护理”服务
平台，运用“线上申请，线下服务”的模式，利用护
理人员非工作时间，为医院出院病人、辖区妇女儿
童人群、医联体范围内的病人、社区服务中心辖区
内的居家病人提供“互联网+护理服务”。目前，医
院护理人员已上门开展了母乳喂养指导，更换胃
管护理，更换导尿管，新生儿黄疸测量等服务。

聚焦生命“全周期”，健康服务链
不断完善
　　市妇幼保健院是一所集保健、医疗、急救、康
复、教学、科研和基层妇幼保健指导为一体的三级
甲等妇幼保健机构，目前，拥有全市最大的新生儿
科、儿科、儿童重症监护室、小儿外科、儿童保健、
儿童康复科，各学科技术领跑桂林。如何发挥妇幼
健康服务能力先发优势、满足妇幼群体日益增长
的健康服务需求，成为一个新课题。
　　医院以患者为中心，着眼生命全周期，围绕
妇女儿童不同生命阶段精心规划，形成了以凤北
路院区、东镇路院区和女性健康管理中心为主体
的“一院三区”规划格局。
　　位于东镇路的儿童健康管理中心整合了儿童
健康管理等系列科室，中心除了常规儿童保健项
目和小儿神经康复科之外，还开设了眼科、口腔
科等科室，针对儿童常见的、多发的视力问题、
口腔问题等儿童特有的健康隐患，均进行详细筛

查。此外，还充分利用医院儿童专科优质医疗资
源，高标准建设儿童健康体检中心，是提高儿童
健康管理服务水平，拓展儿童健康服务内涵的有
力保障。暑假期间，中心还开展了“我是小小医
生”亲子体验活动，“小小医生”在老师、家长
和儿保科医护人员的带领下亲历了一场快乐又能
学到知识的健康之旅。此外，针对暑期孩子们就
医的侧重点，还推出了如免费测骨龄、免费电耳
镜检查、免费尘螨过敏原测试、免费口腔检查、
视力检查、营养指导等多项“暑期惠民”措施。
　　女性健康管理中心则按照国际先进妇女保健
理念，依托三甲医院的专科技术后盾，为女性全
生命周期健康进行高质量、系统性的主动维护。
记者了解到，中心集合了与女性疾病相关的科室
人才和资源，诊疗时，中心实行全程健康管理，
这意味着医疗、护理、康复、心理等多学科团队
会在诊疗期间全程参与患者治疗，对疾病实行精
细化诊疗。与此同时，中心还拥有一支多学科医
疗团队，对复杂疾病进行会诊治疗，其中包括妇

女保健科、产后保健科、乳腺科开奶门诊、中
医妇科等会诊，会诊疾病包括宫颈疾病、盆底
诊疗康复、乳腺疾病、产后哺乳指导、产后综
合康复、女性中医理疗康复等。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女性健康管理中心开
放了HPV疫苗接种，这意味着医院形成了
“宫颈癌预防、宫颈癌筛查、宫颈癌治疗”的
全链条一站式服务体系，将宫颈癌“三级预
防”落到实处。

从小事入手，点滴细节显真情

　　近年来，市妇幼保健院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公益办院方针，从群众关心关注的小事
着手，不断完善各类便民措施，从细微之处提
升患者就医舒适度、满意度。
　　在门诊大厅设置充电设施，为患者解决无
电烦恼；为急重症患者、老年患者、腿脚不便、怀
孕等有需求的群体提供免费租用轮椅；提供一
次性水杯，放置饮水机提供免费饮用水；对无家
属陪护、病情危重的病人实行全程陪送陪
检……便民之事无小事，处处关怀暖人心。
　　在二楼的儿科门诊处，为促进母乳喂养，
解决哺乳期妈妈们的尴尬和不便，医院专门设
置了温馨、舒适的母婴室，为妈妈和孩子提供
了一个干净、卫生的私密空间，让妈妈们可以
不受外人打扰，安心哺乳。母婴室面积虽小，但
饮水机、防滑地毯、婴儿尿布台等设备一应俱
全，满足婴儿哺乳和护理需求，细节之处尽显人
文情怀，也向社会传递尊重女性、关爱女性的理
念。与此同时，医院将原位于四楼的中医科引驻
该楼层，以满足广大家长和患儿的就诊需求。
　　便民不停歇，守护不“打烊”，为了解决
准妈妈们产检时，化验结果来不及给医生看等
不便之处，医院的孕期保健科开设了“午间门
诊”，解决了“中午没有医生”准妈妈们要来
回跑医院的困扰；为了方便哺乳妈妈们及时解
决堵奶、乳腺炎等问题，医院开奶中心特推出
“无午休”服务，延长了治疗时间，让哺乳妈
妈们可以随时来解决哺乳问题；考虑到“上班
族”上班时间不便做治疗等因素，医院女性健
康管理中心中医馆也推出了“午间服务”，通
过延长服务时间，方便“上班族”就医。
　　暖心服务一直在路上。今后，市妇幼保健
院将继续从细节着手，把人文关怀融入到医院
管理和医疗服务之中，让医疗更有温度，让服
务更有力度。

  （本文图片由市妇幼保健院提供） 

市妇幼保健院：

便民服务多措并举，让就医体验更暖心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支荣）日
前，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收到了自治区
卫健委签发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证》，这标志着该院正式获批产前诊断机构
母婴保健服务资格。
  据悉，产前诊断技术是对出生前的胚
胎或胎儿的发育状态，是否患有疾病等方
面进行检测诊断，从而掌握先机，对可治

疗性疾病，选择适当时机进行治疗；对于
不可治疗性疾病，能够做到知情选择。为
降低我市出生人口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
质，从 2020 年以来，桂医二附院开展了
产前诊断机构筹备和建设工作，配备了一
批先进的仪器设备和一支经验丰富的产前
诊断队伍，并设立了遗传咨询门诊、产前
筛查及产前诊断门诊、优生遗传实验室、

分子遗传实验室、产前筛查实验室、生
化免疫实验室、羊膜腔穿刺手术室、超
声影像室等。
  今年 3 月，桂医二附院向自治区卫
健委申请办理产前诊断机构母婴保健服
务资格。 6 月中旬，自治区卫健委妇幼
健康处组织专家组，对该院产前诊断机
构进行评审。在听取汇报和现场检查

后，专家组对医院产前诊断机构的筹备
工作给予肯定。专家组指出，桂医二附
院产前诊断机构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章
制度，熟练掌握并合理应用各项技术的
操作规范，满足开展产前诊断相关技术
的条件要求。
  在收到许可证后，桂医二附院院长莫
碧文表示，医院将以正式获批产前诊断机
构母婴保健服务资格为契机，认真总结前
期筹备工作经验，改进不足，进一步加强
产前诊断机构的建设力度，为广大孕妇提
供更全面、优质的产前诊断技术服务。

桂医二附院获批产前诊断机构母婴保健服务资格

医卫聚焦

　　本报讯（记者胡晓诗 通讯员何永芳
朱雄诗）为引导全社会关注职场哺乳期妇
女，助力职场哺乳期妇女更好实现母乳喂
养。 8 月 2 日上午，桂林市妇幼保健院举
办主题为“助力职场家庭，喂养母乳促进”
的 2023 年世界母乳喂养周公益活动，吸引
了 50 多对孕妈妈家庭参加。
　　活动现场开展了母乳喂养知识讲座、实

操模拟及母乳喂养知识有奖问答、孕妇妈妈
才艺展示、科普情景剧《助力糖妈妈远离
“甜蜜”的烦恼》、中医儿童保健《健脾
操》现场教学、宝妈母乳喂养心路历程分
享、准爸妈互动游戏等一系列精彩的节目和
趣味互动。
　　“哺乳期的女性重返职场后，压力增
加，身体疲惫，可能会导致奶量下降，这需

要她们用良好的心态调整，放松心情并坚
持定时、规律挤奶，回家后坚持亲自喂
养。”市妇幼保健院孕妇学校老师桂日林
建议，哺乳妈妈要从营养摄入、情绪管理、
吸奶器的正确使用、合理安排时间等几个
方面入手，当出现问题时与家人、朋友积极
沟通，获得他们的支持。此外，有时乳房不
胀并不等于没有乳汁，当妈妈的产奶量和

宝宝的需求互相适应后，肿胀感会自然消
失，只要喂奶，宝宝就会吃到。同时，建议宝
妈们至少纯母乳喂养到 6 个月，条件允许
的可以母乳喂养至 24 个月。
　　据悉，市妇幼保健院作为桂林市最早
的爱婴医院，一直致力于推动母乳喂养系
列工作的开展。医院开设了孕妇学校、母
乳喂养咨询门诊、开奶门诊，让妈妈们在
产前能掌握母乳喂养知识和技巧，产后能
通过医护人员的指导和协助尽早开奶，提
高母乳喂养率，树立坚持母乳喂养的信
心，保障母婴健康。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梁少龙
李锦）日前，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区域前置
审方中心成立暨灌阳县人民医院处方前置审
核启动仪式举行。据悉，桂医附院区域前置
审方中心成立后，将与灌阳县人民医院进行
合作试点，开展“区域前置处方审核”，提
升该院药学服务水平，更好地保障基层群众

的用药安全。
　　 1 月，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试点工作方
案》。《方案》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加
强上级医疗机构药师对下级医疗机构用药
指导和帮扶作用，推动提高基层药学服务
水平，逐步实现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内药

品供应和药学服务同质化。”
　　桂医附院药学部主任陈薇介绍，据
有关调查显示，基层药师数量、能力有
限，尤其在疾病诊断、检验检查分析、
药物治疗和联合用药等方面的知识较欠
缺，在开展药学服务时往往“捉襟见
肘”。成立区域前置审方中心，利用本

院前置处方审核系统和高水平审核药师
的优势，通过与灌阳县人民医院有关数
据库的对接，以及智能化的前置审方系
统，审方药师即可实现对基层医院处方
的“零”距离审核、实时拦截、事中干
预、事后点评等全流程合理用药监管。
该院将积极发挥医联体区域性医疗中心
的辐射能力，有效破解基层医疗机构临
床药学服务不足的难题，帮扶提升基层
临床合理用药水平，保障群众用药安
全、合理、有效、经济。

□本报记者胡晓诗

　　查房、带教、处理突发情况…… 8 月 2 日早上，桂林市妇
幼保健院消化、内分泌、肾内科主任汤锦萍如往常一样忙碌。从
医 20 多年，汤锦萍总是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中。
　　参与重要节假日倒班，周末及节假日非正常上班期间坚持每
日到病房查房，汤锦萍始终如一，用责任坚守临床一线。经常有
人问她：“汤医师，你周末早上都来查房，没有休息时间，你不
觉得辛苦吗？”她总是回答：“我习惯了，只有来查看患者，患
者病情平稳、好转了，我才能安心休息。”
　　汤锦萍介绍，科室主要开展消化、内分泌等慢性病的诊疗。
慢性病的管理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关键，在她的带领下，科室
建立起了糖尿病病友群，医护人员会利用休息时间在群内解答各
位糖友的问题，不定期发送健康小知识。制定消化、内分泌出院
病人记录本，指导一线医师在分管病人出院 1 周、4 周、 3 个月
进行回访，追踪病人出院后的健康情况。
　　科室经常会有“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及年龄较小的“Ⅰ型糖
尿病”患者，这些特殊人群患病后易精神紧张、焦虑，她会主动
添加微信进行心理疏导及指导治疗；对一些病程进展快，各方情
况较特殊的病人，她积极做好随访及病情追踪工作。因为工作细
致、管理到位，有多位在外工作、生活的病人每年仍能定期回到
医院进行复查、治疗。
　　“行医除了技术上的要求，还要对患者有温度，用心去看
病。”汤锦萍向记者说道。受其影响，她的女儿也选择了从医这
条路，把这份医者仁心传承下去。

健康动态 最美医生

市妇幼保健院举办 2023 年母乳喂养周公益活动

桂医附院为灌阳县人民医院提供“区域前置处方审核”服务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李艳芳
廖国梁）近日，市人民医院举办了个性化营
养治疗新技术培训班暨营养风险筛查与精准
营养治疗第六届象山临床营养论坛；活动旨
在加强临床营养学科学术交流，提高医务人
员的临床营养诊疗技术水平。

　　据悉，本次个性化营养治疗新技术培训
班是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市人民医院邀请
了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朱翠凤教授、广西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勇胜教授、贵州省
铜仁市人民医院毛元香教授等多位知名营养
科专家进行专题授课。来自全国各地多家医

疗机构的医护人员参加学习，并就“如何
提升住院患者营养风险筛查率，推动临床
营养学科发展，全面推广和运用临床营养
相关技术，以此改善住院患者的临床结
局”等内容进行交流和探讨。
　　市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谢琪介绍，该

院营养科是中国医师协会临床营养工作全
国先进科室，在营养健康食堂、营养咨
询、肠内肠外营养及危重症营养治疗等
方面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 2022 年，
营养科为住院患者提供临床营养治疗
3200 多例，接受门诊病人营养咨询
1100 多人次；营养科还组建了营养风险
筛查管理医护团队，为许多疑难、危重
症患者提供了优质的营养治疗，并取得
了较好效果。

市人民医院个性化营养治疗新技术培训班开班

  孩子们在儿保科医护人员的带领
下开启了“小小医生体验”。

  ▲女性健康管理中心中医馆推出了
午间服务，通过延长服务时间，方便
“上班族”就医。

汤锦萍：做一名有温度的医者

▲汤锦萍在出门诊。（图片由市妇幼保健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