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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关注

□本报记者 刘伟芳
通讯员 葛雪薇 刘智敏

近日，在南平建阳第一医院骨
二科病区，病人陈先生家属将写着

“博爱无疆，不分贵贱；挚爱深情，
任劳任怨”的锦旗送到医疗护理员
手中，并表达了对“免陪照护”服务
病房全体医护人员及护理员深深
的感谢。

陈先生是“免陪照护”病房的
第一批受益者。今年1月初，陈先
生因摔倒致髋部疼痛，左股骨颈骨
折，需要手术治疗。恰逢骨二科病
区作为试点正在开展无陪护服务，
子女均不在身边的他术后选择了

“免陪照护”服务。
“每当需要帮助，按下床边的

呼叫铃，医疗护理员都快速来到身
边，很贴心。不仅如此，护理员也

会一直巡视，了解恢复情况。”陈先
生说。经过 20 多天的住院治疗，
陈先生顺利出院，出院的他第一时
间委托家人专程送来锦旗致谢。

“一人住院，全家奔波”，这是
以往大多数患者住院后的真实写
照，为进一步减轻住院患者家属负

担、解决现代社会“421”的家庭模
式的“痛点”问题，开展并深入探索

“免陪照护”服务病房护理新模
式。2024 年 12 月，建阳区卫健局
率先在建阳第一医院骨二科推出

“免陪照护”服务病房试点工作，根
据患者病情、自理能力、专科疾病
特点，为他们提供专业化、人性化
照护服务。

走进“免陪照护”服务病房，护
理员在病区医护人员带领下实施
全方位、多层次、无缝隙的护理服
务。从日常衣食起居、帮助服药、
护送检查到术后康复照护等，每一
处细节都体现了服务的温情和细
致，既让患者家属不用来回奔波，

减轻了他们的负担，也让患者感受
到了贴心且专业的照护服务。

“在‘免陪照护’病房，护理员
们均经过规范化培训，系统掌握专
业知识和病人的生活照护，更容易
发现病人的病情变化，在基础护理
方面也更到位，同时护理员会帮助
病人进行简单的康复锻炼，减少并
发症及跌倒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更
有助于病人的康复，服务开展以来
赢得了患者及其家属的广泛好
评。”骨二科护士长游晶介绍道。

建阳区卫健局医政股有关负
责人表示，“免陪照护”病房服务开
展以来，患者平均住院日较之前缩
短了3.13天，试点病区院内感染率
由0.15%降为0%，不良事件发生率
由 0.01%降为 0%、住院患者满意
度从94.9%升至98.24%。

“免陪照护”服务病房 让医院更有温度

时针拨回到2023年10月28日。
家住莆田的陈光在家中突然

晕倒，被紧急送到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诊断结果显示，他因
高血压引发了脑出血，情况十分危
急。经过介入手术治疗，他的生命

体征逐渐平稳，但右侧肢体完全瘫
痪，言语含糊不清，甚至连坐起来
这样简单的动作都成了奢望。

陈光的病情需要长期康复，可
大医院床位紧张，费用也高。陈光
一家算过账：在三甲医院康复，一

个月自费部分得五六千元，还不算
家人往返照顾的隐性成本，这对他
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就在一家人一筹莫展时，莆田
当地西天尾镇卫生院开设的“联合病
房”让陈光一家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脑出血患者从瘫痪到行走，莆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何带来重生希望

“联合病房” 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流动起来
和往常一样，64岁的陈光（化名）缓缓从床上坐起，洗漱、吃饭，开启一天的

生活。他的动作虽还有些迟缓，但眼神中透着坚定。谁能想到，就在几个月
前，他还因突发脑出血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生命垂危。

□本报记者 林颖

为确保转诊服务质量，莆田
市推动三级医院定期派驻医护
人员，与基层医务人员共同为下
转患者提供后续治疗、康复、护
理等服务。有了下派专家帮扶
指导与上派医护进修学习，人才
双向有序流动得到更好促进。

莆田市还整合医疗信息资源，
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可查询三级
医院的检查、检验报告，提前预约
CT等检查项目，简化就医流程。

莆田医保部门不断完善报
销政策，减轻群众就医负担。相
较于在三级医院就诊，患者在

“联合病房”就诊费用能降低
30%以上。

“联合病房不仅让患者省钱
省心，更重要的是让优质医疗资
源真正流动起来。”莆田市卫健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创新模
式实现了患者、医生、医院三方
共赢，为构建上下联动、急慢分
治的就医诊疗新格局提供了有
益探索。

从瘫痪在床到独立行走，陈
光的重生故事是莆田“联合病
房”模式成功实践的生动写照。
这一模式不仅让优质医疗资源
触手可及，也为其他地市提供了
宝贵经验。未来，随着“联合病
房”模式的进一步推广，更多患
者将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效、便
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在莆田，像陈先生这样的重生
故事正在各个“联合病房”上演。
2019年，围绕分级诊疗目标，莆田
市由三级医院牵头，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设置“联合病房”，积极引导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共享，实践“小
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
区”的双向转诊模式。

“过去我们卫生院的条件有
限，很多患者不得不跑到大医院做
康复，费时又费力。”西天尾镇卫生

院“联合病房”负责人陈黎桑说，
“自从与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共建
‘联合病房’以来，现在我们主攻术
后康复治疗，还添置很多康复新设
备，5年来，联合病房模式备受患者
称赞，病房使用率不断提升，卫生
院每年收治患者数从2019年的20
人次，增长到2024年的339人次。”

目前，“联合病房”在莆田全市
基本实现全覆盖，患者供不应求。
下转基层医院的康复期病种已扩

大到高血压性脑出血、脑梗死等
11 种。同时，莆田市还建立突发
病情紧急转诊、急救急用药品保
障等机制，满足下转病人转诊、用
药等需求。

去年，全市“联合病房”共收治
4101人次，同比增长26.22%，其中三
级医院下转 1500 人次，同比增长
20.19%。全市所有联合病房所在的
医疗机构2024年诊疗量总和达175.5
万人次，比2020年增长48.10%。

2024年4月12日，陈光被转入
西天尾镇卫生院康复科“联合病
房”。这个病房是由莆田学院附属
医院与该卫生院携手共建，医院还
下派康复医生长期驻点，提供技术
指导和支持。

初来时，陈光说话含糊不清，
坐也坐不稳，只能依靠鼻饲管进
食。康复科医生为他制定了详细
的康复计划。

康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一
个月后，陈光肺部出现感染，由于

“联合病房”与上级医院间有绿色
双向转诊通道，陈光很顺利地被紧
急转诊至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呼吸
重症医学科。经一周抗感染治疗，
他的病情稳定后，又回到了西天尾
镇卫生院。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陈光的
康复进展令人惊喜。在康复团队

的精心治疗下，他的身体机能逐渐
恢复。当几个月的康复治疗结束
后，陈光不仅能自己吃饭、穿衣，还
能清晰地与人交流。他的医疗费
用账单也最终定格在 10683 万元
——比预期节省约1万元。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三甲医
院的同质化服务，而且费用更便
宜，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陈光
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

“联合病房”带来的重生希望

“联合病房”模式在莆田基本实现全覆盖

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流动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