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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医改不断推进的今天，如何才能增强县级医院的“龙头”实力？如何才能保证群众足不出县就能得到优质、放心的诊疗？
“双下沉、双提升”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自省委、省政府对卫生工作提出“人才下沉、资源下沉”，努力引导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流向基层，支持基层医院“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效率

提升”后，我省已有数百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专家前往基层医院。通过“传帮带”，大大提升了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和群众满意率。
在“双下沉、双提升”满周年之际，本报记者历时3个月，跟踪9家在杭省市级公立医院的“下沉”之旅，走入诊室，走入医生的日常工作

和生活，走近病床上的患者，倾听他们的心声。今天起，本报推出“省城医疗专家在基层”系列报道，去回味“下沉”之旅中的那些人和事。

本报记者 童桦 通讯员 方序

这是一幢坐落在新安江畔的
19 层建筑，里面活跃着来自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众多
医务人员。他们远离亲人，为建
德百姓搭脉问诊；他们远离繁华，
用青春践行大美医德。这幢建
筑，便是和浙大二院达成合作办
医的三乙医院——建德市第一人
民医院。

在我省新医改的“双下沉、双
提升”之路上，这些年轻的面庞最
早踏歌而行。浙大二院是下沉合
作医院最多、派驻人员覆盖面最
广，全省最先启动省市两级医院
合作办医的在杭省级公立医院。
2013 年 5 月，浙大二院从心血管、
骨科、外科、神经内科、呼吸科、护
理部等科室，先后抽调 100 余名
专家来到建德一院，涉及临床、行
政各部门。

正如浙大二院院长王建安所
说，18 个月后的今天，这个浙大
二院规模最大的“医疗资源双下
沉”项目，不仅在新安江畔种下了
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的种子，
更带来了浙二人的优秀精神文
化，为我省的医疗改革作出积极
贡献，最终造福一方百姓。

小家与大家
12楼，普外科。
电梯门打开，带着孩子“下

沉”的医学博士谢秋萍正忙着给
患者换药。“她很不容易，到我们
医院的时候儿子才6个月，现在都
一岁多了。”一旁的同事小声说。

当初，谢秋萍犹豫过是否到
建德来。“孩子才这么点大，留在
杭州不放心，带在身边又怕工作
忙养不好，这点让我很焦虑。”但
她说，医生的责任就是全心全意
服务患者，她对自己的选择并不
后悔。

于是，每周固定一次门诊，每
月一次培训讲课，谢秋萍工作之
余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在建德
的日子很充实。在这里，她学会
了在浙二不常碰到的处理猫狗咬
伤及烧伤、多发伤患者，磨炼着自
己的医技。

和她一起在普外科“下沉”的
郑毅雄副主任医师也有相似的苦
恼，身兼建德一院副院长的他经
常奔波于杭州、建德两地，有时候
刚下高速，接到电话又转身回建
德为患者手术，根本无法看上一
眼家中的孩子。

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工
作精神得到了回报：今年 9 月，建

德一院普外科成为杭州市重点学
科，在外科疾病的诊治方面达到
了国内先进水平。

下沉与提升
19楼，神经内科。
迎面而来的是专家漆君的笑

脸。在神经内科，来自浙二的漆
君和当地同事无话不谈，更是他

们口中的“小老师”。“别看她年纪
小，但有许多新知识。”当地医务
人员经常围住漆君向她讨教一些
疑难问题。“我在这里工作 8 个多
月，建德患者早把我当成了本地
人。”漆君说，“浙二在这里成立了
建德市第一个‘标准化溶栓急救
中心’，帮助近百位患者从死神手
里夺回了生命，我会用更敬业的

态度去关爱当地患者。”
主动申请加班、下乡义诊、上

电视做健康栏目，浙二的医务人
员恨不得把一天当成两天用。在
10 楼骨科病房，谢利军和熊炎两
位专家说，他们重新梳理了建德
一院的骨科手术流程，“现在流程
更为规范，一些重症病人也愿意
来建德一院治疗，而且我们还带
来了关节镜技术，填补了当地的
空白。”熊炎现在最大的愿望，就
是能够在当地培养出两位能够进
行关节镜手术的医生，接起这把
刀。

浙二“双下沉”，给建德带来
第一例经皮肾穿刺活检术、心脏
磁共振检查、显微镜下脑血管等
手术；在这里成立了“腹膜透析中
心”、“关节镜技术中心”、“影像
诊断会诊中心”和“肿瘤多学科
诊疗小组”；建德一院心血管内科
实现了零的突破，开展了急诊经
皮冠心病介入治疗手术等这些以
往只能在省城大医院完成的项
目。

精诚与收获
18楼，心内科。
医学博士刘先宝被任命为建

德一院院长助理，除日常工作外，
他还肩负起帮助该院推进 JCI 标
准评审的重任。

“JCI 是以病人为中心，围绕
患者的安全进行持续改进和质量
提升，最大程度保证患者的安全
和利益的医疗服务标准。”刘先宝
说，现在建德一院的面貌有了较
大改变，如果通过 JCI 评审，它将
成为省内首个获得 JCI 评审的县
市级医院。

护理流程的规范化管理是重
中之重，浙二先后派驻 3 名经验
丰富的护理部主任担任建德一院
的院长助理。建德一院院长钟泽
说：“每一批医务人员都为我们带
来惊喜，他们规范化的操作弥补
了本院的许多短板。”医院名气越
来越大，就连外地患者也赶来就
诊。

“浙二医生带动了科室不断
学习的热情，我们攻克了CT诊查
当中的一些疑难技术，现在，放射
科每天要做 100 多例 CT 检查，排
得满满的。”建德一院放射科副主
任陆建安说。

从初始的焦虑，到脚踏实地，
再到果实累累，浙二的年轻专家
们在“双下沉、双提升”中收获了
赞美，更成就了梦想。

电梯门再次打开，眼前豁然
开朗。医德之美，尽收眼底。

浙大二院100余位专家“沉”在建德

搭脉问诊在基层

本报杭州12月15日讯
记者 曾福泉 通讯员 周炜

多次主持修建钱塘江海塘工程
的晚清浙江重要官员李辅燿的日
记，经其后人捐赠给浙江大学，日前
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浙
大今天举行了李辅燿史料捐赠仪式
暨《李辅燿日记》首发式。

浙大历史系副主任徐立望说，
李辅燿不仅在晚清长期担任浙江地
方官员并主持钱塘江海塘工程修
建，更于 1908 年出任新组建的浙江
海塘工程总局局长——这一机构是
现在钱塘江管理局的前身，因此李
辅燿也被视为钱塘江管理局的第一
任局长。

本次影印出版的《李辅燿日记》
共计10册，包括了62本李辅燿日记，
生动反映了从1875年到1916年间，
晚清和民国的政治环境、官员生活和
社会风貌，尤其与浙江息息相关，是
研究近代中国和浙江的珍贵史料。

明清以来，因为钱塘江海塘的
稳固与否关系到江南富庶地区的安
危，整修海塘一直是重要的全国性
工程。专家介绍，李辅燿 1877 年应
浙江奏请、受朝廷委派，赴浙主持钱
塘江海塘工程。他迎难而上，亲力
亲为，以专业精神和高度责任感整
治海塘。李辅燿吸取前人经验，采
用先进技术，在石块上钻孔并灌入
铁水，使石塘更加严密结实。经过
4 年多的努力，“将通塘新旧石工联

络一气”，被时人称为“圣朝第一大
工程”。工程结束后，李辅燿用图解
的方式编撰了《石塘图说》一书，对
工程的全过程绘图解说，对清末钱
塘江海塘工程做了全面总结。1896
年和 1908 年，李辅燿又两度接手钱
塘江海塘整治工作。

李辅燿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
参与整修海塘的经历。徐立望说，
在一本日记中夹附了汇总的工程款
收支账单，款数极为详细。日记中
还抄录了他给朝廷御史写的长信，
揭露了因为历年维护经费的递减，
导致海塘呈现年久失修，不时有溃
堤的险象发生，而民众对于负责工
程的官员已极度失望，由此李辅燿
提出“官督绅办”的治理思路。历史

学家正在进一步发掘整理这一史料
蕴藏的丰富信息。

李辅燿工诗、书、画、印，与浙江
文化人士交往深厚，是西泠印社的
早期赞助社员。影印本《李辅燿日
记》同时具备了优秀书法作品的艺
术价值。

这套日记被李家后人珍藏，除
散佚一本外，其余均得以保全。李
辅燿的孙子、76 岁的李崧峻今天代
表李家后人正式将日记及其他一些
来往信稿、杂记、书札、诗词手迹等
文物无偿捐献给浙大。据介绍，文
物将由浙江大学档案馆妥善保存，
浙大相关学科正组织力量加快对日
记等文献的点校整理工作，后续成
果将陆续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浙大出版《李辅燿日记》

看百年前如何治海塘

记者 李月红

本报讯 由省作协、杭师大主办
的“微文学与绘本创作研讨会”近日
在杭召开，来自全省 10 多位文学界
专家共同探讨文学的未来发展。

“互联网时代，始于微博 140
字的文字正在向微文学的方向发
展。”杭州师范大学文创产业研究
院院长夏烈认为，人们在这种微型
体裁上看到了过去格言体、微型小
说、散文诗、短诗的影子，更重要的
是它的互联网特征吻合当下人的
介入，吸引了不少专业作家和网民
的参与，“它是文艺在生活中碎片
化和结晶化的呈现，这个时代的人
们 仍 有 不 可 遏 制 的 文 艺 范 要 表
达。”

“微文学”究竟什么模样？或许
可以在研讨会上的首发图书《生命
的常数——善文化唯美绘本》中找
到答案。左页，“比你的梦更属于你

自己的东西，是没有的。”这是网络
文学作家南派三叔的征文手稿；右
页，是一幅漫画，星空下，旋转木马
依然灯光闪烁，星点倒影在海面上，
有鲸鱼从水中跃出，漫画手稿出自
人气漫画家慕容引刀。杭师大美术
学院讲师周辰评价：“文字美，画面
美，情怀美，且能让人快速获得文字
里传达的价值观。”

“微文学不是段子，需要文学向
多元领域渗透的跨界传播。”浙江文
艺出版社社长郑重认为。在学术意
义上，微文学是“小而美”，需要衔接
主流价值观和流行文化。一个很好
的例证就是嘉善县联合杭师大文创
院首创“全国善文化微散文大赛”
系列图书，吸引了数千网民的参与，
一幅插画对应一则散文，将图像的
生动融入绘本的隽永，以绘画的

“美”映衬文字的“善”，“绘本出版后
市场的反馈特别好，有很多温暖的、
正能量的购书评价。”

网络时代文学表达

通讯员 廖梅杰 张玲珑

本报讯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师
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在浙江
师范大学举行，来自全国 79 所师范
院校的 311 名选手，分语文、数学、
外语、生物、化学、物理 6 个组别，开
展教学技能大比武，这些 90 后准教
师们不约而同地比拼如何让课堂

“活”起来。
据了解，参赛选手大部分是大

四及大三的学生，教学技能的突出
表现将为他们的就业加分。全国、
全省师范技能大赛第一名陈艺心直
接签约台州路桥中学，物理组第一
名王珊靓被舟山市定海二中相中，
外语组第一名陈怡珂也收到了杭州
一所学校的就业意向。

90 后准教师比武

本报杭州12月15日讯
通讯员 蒋欣如 徐超

由省委组织部、省科技厅和浙
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共同发起的第
六届“海外清华学子浙江行”活动今
天在杭州启动。

活动现场，在美国、英国、德
国、日本等国求学的 70 余位海外
学子、全英创业大赛的优胜团队，
以及来自芬兰、爱沙尼亚等北欧地
区的科技型企业代表，带来近 100
项高科技项目和创业计划，与浙江
的企业、风投机构和高新园区对

接。现场展示的项目技术成熟、前
景广阔，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环保、新能
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与
我省转型升级需要高度契合，得到
了与会企业、风投机构等投资者们
的高度认可。

据悉，“海外清华学子浙江行”
活动迄今已为近 500 位有志归国创
业的海外专家与国内企业对接搭建
了平台，参会项目 800 余项，促成海
外高层次人才落户 200 余人，落地
孵化的项目总投资逾 20 亿元，带动
投资近100亿元。

海外学子对接浙企

本报杭州12月15日讯
通讯员 江英华

省知识产权局与阿里巴巴（中
国）有限公司今天在杭州签署了知识
产权保护合作备忘录，以共同打击电
子商务领域专利侵权行为、探索完善
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维权体系。

本次合作，双方将共同加强电
商环境下的专利保护立法研究和实
践，共同探索建立电商环境下的专
利侵权纠纷投诉处理新机制和共同

开展专利保护专项行动。
据介绍，我省是国内电子商务

发展最快、电商实力最强、电商产业
链最完整的地区之一，一些领域已
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但长期以
来，电子商务领域涉及知识产权的
问题多、专业性强，相关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体系还不完善。自 2010 年
以来，省知识产权局通过与阿里巴
巴等电商企业以及相关高校合作，
积极探索电子商务领域专利保护工
作，已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效。

电商专利完善保护

本报杭州12月15日讯
记者 吴孟婕

由演艺、音乐、体育、主持等各
领域明星跨界参与的大型舞蹈真人
秀《与星共舞》，将于本周日晚在东
方卫视开启华丽舞步。作为首期嘉
宾中的老大哥，自称舞蹈零基础的

新闻主播邱启明将与舞伴王一茜共
舞一曲探戈，表现一对男女从相遇
到相爱的过程。据节目组透露，刚
进排练场时，邱启明相当有压力，光
是舞蹈前三个八拍的“走路”就练了
好几个小时，但经过连日来的“魔鬼
训练”，他已与舞伴之间形成默契，
还主动要求增加高难度动作。

舞林盛会即将开启舞林盛会即将开启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 218 名老师和 466 个学生寝室近日实现了对接。今后，老师
将定期走到学生寝室，为学生答疑解惑，还会对学生的专业学习进行指导，甚至帮他
们规划就业。 记者 王益敏 通讯员 叶小西 摄

老师对接学生寝室

浙大二院建德分院合作成果
门急诊量

新技术项目

同比增长16.49%
开展首例高位胸椎
的神经鞘瘤摘除术
等 33 项 新 技 术 新
项目

住院人数

科研能力

同比增长12.85%
发表在《中华牌》等一级期
刊论文12篇，二期刊物20
多篇，并撰写医学专著和
SCI论文1篇。

谢秋萍带着6个月大的儿子来
到建德。孩子转眼已经1岁多了。

每有浙二专家上台手术，立刻
会有多位当地医生报名旁观。

浙二医生热情为患者服务，
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人。

■ 数据

年终特别报道 省城医疗专家在基层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