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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

几天前，兰州市民马女士因高烧不退到兰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随后被确诊为急

性肺炎，需住院治疗。

令马女士没想到的是，就诊次日，医

院呼吸内科就安排好了床位等待接诊。

她连连感慨，“每到冬季，各大医院的呼吸

内科都是‘一床难求’，没想到这次就医如

此顺利。”

很多患者感受到，兰州市各大公立医

院的住院床位没那么紧张了，医护人员的

服务水平也更高了。

群众感受到的点滴变化，源于政府的

不懈努力。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把人民

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

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的重大部署，为卫生健康事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指 明 了 前 进 方 向 。 去 年 11

月，甘肃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推

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

了“十大工程 30 项行动”，进一步明确了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省卫生健康工作

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实践路径，这也

是我省今后一个时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总纲领、总章程。全省各地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重要论

述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

面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加快

实施健康甘肃行动，努力开创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加速提质

省委、省政府出台的《意见》中，高度

重视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30 项行动中有一半是对这方面的部署和

要求。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每千人口

注册护士 4.07 人，每千人口床位 8.27 张，

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医疗资源不断充足，医疗水平也在不

断提升。全省“一核两翼三中心+N 专科”

（以兰州为核心，酒泉和定西为两翼，包括天

水、张掖、庆阳 3 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和多

个国家级、省级重点专科）医疗高地正在由

扩量向提质转变，4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48 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建设加速推

进。70 个县建成县域胸痛、卒中、创伤、危

重孕产妇和新生儿五大急危重症救治中心。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中

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甘肃医院、上海市第

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已基本建设完成。

一批批不同学科的高水平专家从沿海到

西北腹地，开展高水平的学科建设和医疗

服务等工作，两家医院疑难重症诊疗能

力、开展临床研究的能力稳步提升，让患

者实实在在获益。

为了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更加优质的诊疗服务，我省进一步整合优

化医疗资源配置，选派优秀医护人才下基

层，年均下沉基层专家突破 1 万人次，引

进 365 名甘肃籍专家，各地已建立 102 个

专家站和工作室，1271 名大学生乡村医

生纳入编制管理。

一组组数据，标注着全省卫生健康事

业稳步发展。今年我省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大幅度提升至 32.45%，预计首次超过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人 均 预 期 寿 命 增 至 76.3

岁，嘉峪关市、兰州市高于同期全国水平；

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持续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群众看病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看病就医，是关乎民生的大事。

我省聚焦群众看病就医过程中期盼最迫

切、愿望最强烈、意见最集中的“关键小事”，

出实招、谋新招、亮硬招，做好优质诊疗服务

的暖心细节，扎实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看同一种病，跑不同的医院，以前的

片子和化验单到另一家医院不认，需要重

新排队、重新检查、重新缴费，攒了一堆单

据最后仍是同一个检查检验结果。”这样

的经历曾是很多人遇到的“烦心事”。

我省着眼不同医院重复检查检验导

致的看病慢、看病贵、流程多等，全力破解

检验检查结果互认过程中存在的堵点、难

点、痛点，建立检查检验结果互认体系，提

高了全省医疗资源的利用率。

特别是自《意见》下发后，省卫生健康

委、省医保局、省药监局等多部门和各市

州协同联动，全力抓好落实，持续推进二

级以上医疗机构 100 项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仅今年就累计节省费用 1.8 亿元。张

掖、定西、白银、武威、临夏、金昌、嘉峪关

等 7 个市州和兰州新区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已实现全覆盖。

长期以来，当日挂号、当日就诊是大

多数医院的就诊规则。但对患者而言，有

些检查当天无法完成，或者检查结果第二

天才能出来，复诊时需要重新挂号，费时

费力又要多花钱。

为解决群众就诊过程中急难愁盼问

题，自今年 7 月起，我省推行“一次挂号管

三天”诊疗服务模式，截至 11 月底，已累

计减免挂号费 227.3 万元；持续深入推进

出入院床旁结算，全省三级和二级医院结

算率分别达到 97%和 45%。这些举措，不

仅为患者降低了就医成本，提高了就医效

率，也有助于医院优化医疗配置，提高医

疗服务质量。

不仅如此，针对部分患者希望得到初

诊医生继续诊疗这一问题，省内多家医院

还可协调患者前往住院病区找到初诊医

生，在时间允许时仍由初诊医生接诊。

一个个案例，书写下全省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据 2023 年全

国公共服务质量监测，我省医疗卫生质量

满意度得分 81.74 分，突破“比较满意”进

入“满意”区间，位居省内各公共服务领域

首位，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成色更足、幸

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中医药强省建设扎实推进

甘肃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中医药资

源禀赋丰厚。《意见》立足我省中医药传统

优势，对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进行了专门部

署，着力擦亮中医药强省金字招牌，不断

提升高质量发展成色。

我省聚焦中医药强省建设，发挥中医

药特色优势，提升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

为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事业产业融合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前三季度，全省

中医药全产业链产值达到 723.12 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加 135.5 亿元，增长 23.07%。

产业兴则事业旺。各地各部门协同

联动、同频共振，争取 2 个国家区域中医

医疗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甘肃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定西

医院）、1 个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

（省人民医院）以及 4 个国家中医特色重

点医院（平凉市、定西市、武威市、临夏州

中医医院）落地甘肃。

我省启动省级“三中心一专科”建设，包

括建设省级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康复中心、

治未病中心及中医特色优势专科，并筛选骨

病、糖尿病、精神疾病等开展中西医协作攻

关，逐步形成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中医专

科集群，各专科（中心）突出发挥中医药特色

优势，各项中医药核心指标大幅提升。

如今，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中

医馆建设全覆盖，100%的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能开展 10 项中医适

宜技术，99.72%的村卫生室能开展 6 项中

医适宜技术，群众“信中医、爱中医、用中

医”的浓厚氛围已然形成。

中医药事业蓬勃发展为中医药人才

提供成长沃土。目前，我省累计培养获评

国医大师 2 名、全国名中医 6 名、岐黄学者

2 名及甘肃省名中医 299 名。建设名老中

医工作室 148 个，省市县乡村五级中医师

承教育培养 9560 人……一支规模大、素

质强、结构优的中医药人才队伍持续壮

大，将更好满足广大群众对中医药多层

次、多样化需求。

一次次超越，反映出全省在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步履铿锵。今年 8月，

从第五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上

传来好消息——本届药博会内容丰富、成果

丰硕，共签约中医药产业链招商引资项目

117个、签约额 203.4亿元，采购协议 44个、

总金额 45.3亿元，这些项目和协议的签约，

为我省打造中医药千亿级产业集群、加快中

医药强省建设步伐注入新动能。

——我省努力开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用心守护陇原人民健康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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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有一支自发组建的

团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博士巡诊团”。7

年来，省人民医院“博士巡诊团”几乎走遍了

陇原各地，他们将先进的理念和优质的服务

送到基层，帮助基层医务人员提升业务能

力，在家门口解决群众就医难题。

“‘人民医院’理应永葆人民情怀。”说起

这支团队，“博士巡诊团”发起人之一——省

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李恒平说：“我们努

力把优质医疗资源集合起来，让更多身处

偏远地区的群众享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

帮助大家解除病痛、提高生活质量、享受幸

福生活。”

2015 年 8 月，李恒平获得博士学位后，

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进入省人民医院泌尿外

科工作。平日里，在做好院内本职工作之

外，他还经常受邀奔赴省内各市、县医院开

展手术演示、教学查房和规范巡讲等医疗

帮扶工作。

长期的医疗帮扶，让李恒平逐渐意识

到，很多基层医院诊疗理念相对落后，诊疗

技术相对薄弱，基层医务人员面对少见病、

疑难病时常常束手无策。他认为，医疗帮

扶需要更多技术强、作风优的专家和团队

携手努力，才能让更多群众真切感受到医

疗帮扶的成效。

李恒平找到省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杨

晓军共同谋划，萌生出了新想法——邀请院

内拥有博士学历为主的各科专家组建“博士

巡诊团”，利用周末及假期，到有需要的市、

县医院开展义诊、手术、查房、讲座等活动，

尽可能帮助基层医院提升能力和水平。

“由于大家平时工作都很忙，帮扶活动

又是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刚开始我们还担

心参与的人不多。”让杨晓军感到意外的

是，组建“博士巡诊团”比想象中顺利，“很多科室主任及业务骨干

听到这一提议后都十分支持，参加活动的积极性也很高。”

2017 年 4 月，以普外、泌尿、心内等科室专家为主的省人民医

院“博士巡诊团”成立了。不久，10 位省级医疗专家组团奔赴迭部

县人民医院开展帮扶工作。一天时间里，义诊患者达 300 余人，

实施各类免费手术 11 台，受到一致好评。

从前期策划，到沟通对接，再到活动开展，凝结着“博士巡诊

团”每一名成员的心血。李恒平说：“尽管牺牲了无数个节假日，

但大家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博士巡诊团”的足迹越来越广，团队规模也在发展壮大，省

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周淑红、心血管内科主任王楠、妇科主

任刘会玲等多位各领域专家也纷纷加入。

2021 年 4 月，王楠跟随“博士巡诊团”赴秦安县中医院开展帮

扶活动，其间，指导进行了多例心脏介入手术。在她看来，在基层

医院开展具有一定难度的手术，不仅能够帮助患者解除病痛，更

能够发挥示范带教作用，提升基层医务人员手术实操水平。

“一次帮扶可能收效甚微，但建立长期帮扶关系，就能在点滴

间帮助基层医务人员提升综合能力。”王楠介绍，省人民医院各领

域专家与基层医院相应科室建立联系，基层医务工作者遇到困难

可通过微信、电话随时联系请教，必要时通过远程会诊平台进行

指导，减轻了基层群众的就医负担。

“在开展医疗帮扶的同时，我们还长期举办专题讲座，涉及常

见病症处理、急救施救等多项实用内容，由市、县卫生健康委（局）

组织基层医生听讲座，帮助大家提升专业能力。”李恒平介绍。

如今，“博士巡诊团”已成为省人民医院开展基层帮扶工作的

一张“新名片”，全院各科室业务骨干均是团队成员，大家发挥所

长、各尽其能，探索出“基层医疗机构的短板弱项在哪里，‘博士巡

诊团’就提供相应帮助”的精准帮扶新模式。

随着基层帮扶活动深入开展，“博士巡诊团”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宕昌县人民医院、张家川县人民医院

等大批基层医疗机构纷纷向其发出邀请。截至目前，省人民医院

“博士巡诊团”已赴全省各地举行大型义诊活动 40 余次，义诊患者

近万人次，开展手术近 400 台，助力基层群众“小病不出村、常见

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早日成为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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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兰州讯（新 甘 肃·甘

肃日报记者苏家英）第七届中

国 与 中 亚 人 文 交 流 与 合 作 国

际论坛近日在兰州举办。

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

绕“ 丝 绸 之 路 文 明 交 流 与 互

鉴”“中国与中亚文化遗产联

合保护与研究”“‘一带一路’

涉外法治研究”“中亚语言与

文化研究”“中亚与区域国别

学学科建设研究”等主题进行

研 讨 交 流 。 来 自 中 国 社 会 科

学院、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

立东方大学、吉尔吉斯共和国

国家科学院、塔吉克斯坦民族

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

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兰

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国内

外高校、科研机构的 100 多位

专家学者参会。

《东 干 语 词 典》在 论 坛 上

首 发 揭 幕 。 西 北 师 范 大 学 中

亚 研 究 院 和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俄 罗 斯 东 欧 中 亚 研 究 所 签 署

了《塔吉克斯坦常用法律》翻

译项目合作协议。

据 了 解 ，长 期 以 来 ，西 北

师范大学聚焦“一带一路”建

设，依托中亚研究院等基地平

台，先后出版了两部中亚五国

法律文本翻译丛书，为企业从

事跨国投资、合作提供法律支

持；开展乌兹别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历

史文化遗产田野调查，为深入

开 展 人 文 交 流 合 作 奠 定 坚 实

的文化基础；招收和培养乌兹

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

萨 克 斯 坦 等 国 留 学 生 近 500

人，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交

流 与 合 作 培 养 了 大 批 专 业 技

术人才。

第七届中国与中亚人文交流与合作国际论坛举办

本报兰州讯（新 甘 肃·甘

肃日报记者苏家英）为利用好

“以销代帮”“以购代扶”帮扶

模式，帮助地方培育特色优势

产业，提高产业和消费帮扶实

效，近日，第三届兰州理工大

学消费帮扶东乡县、秦安县、

秦 州 区 特 色 农 产 品 专 场 展 销

活动在兰州举办。

活动中，来自东乡县、秦安

县、秦州区的 35 家企业精选牛

羊鸡肉、五谷杂粮、果脯坚果、蜂

产品、艾椒养生产品、刺绣作品

等六大类 30余种绿色有机农产

品、地方特色食品和传统手工艺

品，进行线下展销和线上直播推

介。据统计，当天参展企业销售

额共计10.5万余元。

据了解，这是兰州理工大

学今年第二次举办助农展销活

动，在往届活动基础上，本次活

动选品更加精准、价格更加实

惠。活动通过“小集市”撬动

“大市场”，营造出“人人皆愿

为、人人皆可为、人人皆能为”

的助农氛围，助推形成消费帮

扶“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物美

价廉、协作共赢”的良好局面。

兰州理工大学第三届消费帮扶活动在兰举办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吴涵

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青

年学者、中国冰冻圈科学学会青年委员会

理事……这些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

资源研究院研究员张玉兰的“勋章”。

就在不久前，她又获得了 2024 年甘肃

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的称号。

在西北研究院，记者见到了身形略显

瘦小的张玉兰。

搬运仪器设备、钻取雪冰样本、在青藏高

原上风餐露宿……她瘦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巨

大的能量。多年来，她一直躬耕冰雪，主要从

事青藏高原冰冻圈化学与环境效应方面的研

究工作。她的研究聚焦青藏高原及祁连山地

区冰冻圈化学的变化及其影响，特别是在雪

冰化学的气候环境记录与环境效应方面取得

了多项创新性成果，为我国西部冰冻圈地区

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在西北研究院超低温实验室前，张玉

兰递来羽绒服。她细心叮嘱道：“里面可冷

了，温度将近零下 20 摄氏度，我们做好保

暖工作再进去。”

偌大的实验室里，陈列架上整齐排列

着西北研究院的科研工作者们从千里之外

取回来的冰芯和雪冰样本。张玉兰从陈列

架上取下一管冰芯，向记者介绍：“这是我

们上次从青藏高原带来的，为了方便做实

验，我们会把它切块、分装。”

参观结束，我们走进张玉兰的办公室，

准备聆听她的科研故事，而她也在这时陷

入了沉思：“要从哪里说起呢？”

那 就 从 22 年 前 的 那 封 录 取 通 知 书

讲 起 吧 ……

启航：梦开始的地方

2002 年，远在山东临沂的张玉兰收到

了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启了她与青

藏高原的“冰雪奇缘”。

高原是什么样的？沙漠是什么样的？

从小生活在沂蒙山的她，好奇地理书中“山

川湖海”真实的模样，出于兴趣，她在报考

专业时选择了自然地理学。

2005 年 ，张 玉 兰 还 是 一 名 大 三 的 学

生。“那时候我看到了珠穆朗玛峰第四次科

学考察的新闻。”张玉兰说，因为从来没有

去过珠穆朗玛峰，所以对这个地方充满了

向往。拿到保研资格后，张玉兰联系了此

次科考的队长康世昌研究员，并得到了他

的鼓励和支持。

怀着对青藏高原的憧憬，张玉兰翻开了

《青藏苍茫——青藏高原科学考察 50 年》。

在这本书里，张玉兰看到了老一辈科学家在

青藏高原科考的故事，内心充满了敬佩。

“辽阔坦荡、一览无余的高原面貌在我

们眼前铺展开来:这就是我国第一大河长江

上源的通天河河源地区。谷地宽浅，河面开

阔，清流水徘徊荡漾，时分时合，辫状水系蜿

蜒畅达。这一地区分布着可可西里、风火山

等几列山地。青藏公路像一条丝绸飘带迤

逦在缓缓起伏的黄绿色草原上，小如甲虫

的过往车队络绎不绝。目光随公路飘向著

名的唐古拉雪山。唐古拉与昆仑的不同之

处，在于它山体浑圆、高差不大，而它正是

长江上源通天河与怒江的分水岭。”

书中的文字吸引着张玉兰，也坚定了

她今后要去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的决心。

2006 年 7 月 6 日，这是张玉兰永远不

会忘记的日子。那天，她踏上了兰州到拉

萨的列车，这也是她第一次探索青藏高原。

2014 年，张玉兰博士后出站，回到了

兰州工作。

“真的是一种奇妙的缘分。我的朋友

们打趣地说，我的名字里有个‘兰’字，我就

真的来到了兰州，并且在这里扎根了。”

坚守：不忘科研初心

施雅风先生说，冰川事业是勇敢者的

事业，也是一项豪迈的事业。

“秦大河院士为了去南极科学考察，作

出了很多牺牲。”张玉兰说，“前辈们的事迹

和精神时时刻刻都感染着我，我也想把研

究做得更深入一点。”

和许多科研工作者一样，张玉兰的科

研之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在读博士的

时候，她每天都忙着给冰芯做分析，但始终

都确定不了冰芯的年份，张玉兰每天都很

焦虑，甚至陷入了自我怀疑。最后，她听从

导师的建议，及时调整方向，更换冰芯重新

开始分析。

“那段时间，我不分昼夜地泡在实验室

里，为了节省时间，每天就睡在实验室。那也

是我读书生涯里压力最大的时候。尽管这样，

我还是踏实、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科研任务。”

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前一分钟还是

天高云淡，后一分钟就开始下冰粒，这是张

玉兰参与野外科学考察前想象不到的。

挖雪坑、采集雪冰样本，再将样本背到

车上……钻取冰芯的设备、随行带的帐篷

很重，张玉兰和同事们常常调侃自己是在

“负重前行”。

将雪冰样本带回兰州后，张玉兰的科

研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通过分析雪冰中

的污染物，评估人类活动对于青藏高原环

境的影响，并就此提出相关对策。”

2010 年的中秋之夜，张玉兰和团队成

员从纳木错湖畔出发，向着海拔 5400 米的

高度进发，进行重要的科学观测。高原反

应让她精疲力竭，帐篷搭在冰川末端，她整

夜辗转难眠。虽然身体极度不适，她依然

坚守岗位，严格按照计划完成了科考任务。

回想起这次科考经历，张玉兰印象深

刻，“当我们从扎当冰川下来到纳木错湖边

时，已经是凌晨两三点。返回台站的路上

都是雪，车子打滑，我们都懵了。”

那一晚，一轮硕大的圆月悬挂在静谧的夜

空，照着冰原，也照着他们返回台站的路。“那

晚的夜空，我可以记一辈子。”张玉兰回忆道。

传承：榜样的力量

“我的导师康世昌研究员，对于冰川事

业是发自内心的热爱，他的这种精神也特

别感染我们。”现在的张玉兰也成了老师，

她的学生里，女孩子居多。张玉兰笑称，自

己带的是一支“娘子军”。

“她们很年轻，充满了活力。”谈起自己

的学生，张玉兰说，“她们在冰川脚下一待

就是两三个月，大家购买了食材，学习在野

外生火做饭。尽管有时候会制作出‘黑暗

料理’，但是大家也会苦中作乐，并没有因

为环境不好就放弃科研工作。”

为了给学生树立好的榜样，张玉兰以身

作则，带着学生们深入青藏高原，去冰川采

样。“你是怎么工作的，学生就会怎样学。我

学习着我的老师，他们也学习着我。”

这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责任。

“对科学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科学

家信念的灯塔，这将始终激励我们保持初

心、勇毅前行。”张玉兰话语间充满了力量。

——记2024年甘肃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张玉兰

盛 开 在 青 藏 高 原 的“ 玉 兰 花 ”

兰大二院神经内科团队讨论诊疗方案。兰大二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