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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着手机里一个个祝福短信，联

勤保障部队第 901 医院显微骨科主任陈

前永，心里暖意融融。

“回营后我的腰伤恢复很快，感谢

您一段时间以来无微不至的关怀……”

读着这段文字，陈前永的眼前浮现某旅

排长张贤华的笑容。

几个月前，张贤华腰伤复发，连队

卫生员周博第一时间拨通了陈前永的

电话。在专业指导下，张贤华第一时间

被送往体系医院接受手术。

作 为 该 医 院 对 口 服 务 基 层 连 队

的“签约医生”，为连队官兵提供及时

专 业 的 初 诊 和 高 效 便 捷 的 后 送 ，是 陈

前永和同事们的责任。

在 陈 前 永 眼 中 ，缩 短 体 系 医 院 与

基层部队的“保障距离”，是提高为兵

服务质量的重要抓手。

今 年 初 ，《军 人 及 军 队 相 关 人 员

医 疗 待 遇 保 障 暂 行 规 定》实 施 ，该 医

院 创 新 为 兵 服 务 方 法 ，将 保 障 落 点 前

推 至 体 系 部 队 的 建 制 连 。 他 们 通 过

定 期 巡 诊 、远 程 问 诊 的 方 式 ，为 签 约

连队官兵提供及时有效的诊疗服务。

今 年 上 半 年 ，该 医 院 医 护 人 员 深

入 对 口 保 障 的 连 队 巡 诊 ，了 解 官 兵 健

康状况、建立健康档案，为基层官兵开

展“点对点问诊，一对一服务”。就这

样，陈前永成为张贤华和战友们的“签

约医生”。

“协调急诊科、手术室开辟绿色通

道、做好接治准备，同时通知科室准备

军人病房，并提醒连队卫生员按体系部

队官兵就诊‘一卡通’政策办理急诊入

院手续……”自从当上了“签约医生”，

陈前永已将这套接诊流程熟稔于心。

“把优质医疗服务提供给基层，我

们才能当好官兵健康的‘守门人’。”陈

前永说。

缩短基层官兵与体
系医院之间的距离

“你的体检报告显示尿酸偏高，建

议管住嘴、多运动。”年度体检工作结束

后，该医院心内科专家王联发，及时对

自己服务群体的健康数据进行了分析

指导，并实时更新了手头的“官兵健康

档案”。

分析健康数据，是王联发在长期巡

诊中养成的习惯。每次官兵体检过后，

他都会针对疾病防治开展现场解答，为

官兵量身订制健康方案。

“ 我 们 既 是 基 层 官 兵 的 健 康 监 察

哨，也是他们的就诊联络员。”该医院院

长胡立洋这样理解“签约医生”的职责：

提高基层诊疗能力，解决体系医院看病

难、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问题，提高为兵

服务满意度。

为提高基层医疗资源利用率，提高

体系医院门诊效率，这个医院专门召开

体系部队座谈会、医护集智攻关会，共

同 协 商 、破 解 难 题 。 他 们 通 过 定 期 问

诊、体检数据监测、远程会诊等方式，为

官 兵 建 立 起 个 人 健 康 档 案 ，探 索 实 施

“单兵全维精准卫勤保障”服务模式；定

期为对口服务的连队卫生员技术培训，

让基层官兵小病小伤不出营门。

“只有不断缩短基层官兵与医护人

员之间的距离，基层官兵才能享受到更

优质的健康保障服务。”胡立洋说。

那天，该医院耳鼻喉科主治医师刘

洋收到了陆军某部少校张雷的复诊咨

询：“我的眩晕感减轻了不少，但最近躺

着的时候耳朵里还有咚咚声。”

“这种搏动性耳鸣是由血压变化引

起 的 ，按 时 服 药 后 ，病 情 应 该 会 有 好

转。”解答完疑问，刘洋主动联系张雷所

在部队卫生连军医为他补充后续治疗

用药。

“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专科医生的

专业复诊，这种服务模式太好了！”张雷

从卫生连取到药后，激动地和卫生连军

医聊了起来，“咱们部队到第 901 医院来

回 80 多公里，部队派车去复诊得花近 4

个小时，一个上午就耽误了。如今，在

线复诊、基层取药只需要不到 10 分钟。”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健康咨

询、线上复诊、就诊联络，该院医护人员

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是健康宣教：将健

康常识、救治知识教授给基层官兵和一

线卫生工作人员。

近年来，该院急诊科护士长李明经

常下部队授课。从战场救护基本技能

到 训 练 伤 防 治 技 巧 ，再 到 应 急 救 治 技

术，李明倾囊相授，受到基层官兵欢迎。

今年夏天，某部卫生员牛伟发现一

名新兵在训练中表现异常。牛伟当即

给其检查身体状态，初步判定新战士得

了热射病，并给予针对性处理，随后又

联系到李明。

李明在协调科室做好接诊准备的

同时，通过视频指导牛伟在将新战士送

医途中同步实施救治，有效避免了病情

恶化。

基层连队有了精准
保障的“签约医生”

聘用制主治医师蒋传海，如今一不

小心成了基层部队的“签约医生”。这

份工作费精力、耗时间，但让他获得感

十足。

自 从 担 任 了 基 层 部 队 的“ 签 约 医

生”，蒋传海的手机每天响个不停。日

常健康咨询、定期线上诊疗、在线答疑

解惑……打开手机，满眼都是基层官兵

咨询病情、寻求帮助的消息。

在 这 家 医 院 ，和 蒋 传 海 一 样 成 为

“签约医生”的还有不少。

该院军队伤病员管理科主任杜娟

告 诉 记 者 ，他 们 在 全 院 范 围 内 遴 选 了

400 多名任职时间长、专业技术优、保障

经验足的医护人员，担任部队“签约医

生”，对保障体系内的官兵开展网格化、

精准化服务。每名“签约医生”都有自

己对口保障的连队，常态定人、定责开

展军人健康服务。

医院还对“签约医生”进行常见病

技术培训，制订全维精准卫勤保障服务

流程，明确每个人在各环节中的作用和

职责，形成了完整的服务闭环。

为了让官兵了解和信任这项服务

机制，医院专门制作了宣传海报，向官

兵发放咨询服务卡，详细罗列了健康咨

询诊疗、心理评估疏导、常见病和训练

伤防治健康宣教、自救互救技能培训、

来院就诊引导对接等服务内容，并附上

联系方式。

今年夏天，某部二级上士李峰的母

亲 在 农 村 老 家 劳 作 时 不 慎 摔 伤 了 腿 。

因对相关规定中有关军属优惠医疗和

转诊政策不了解，李峰第一时间向部队

“签约医生”蒋传海求助。

了解情况后，蒋传海不仅介绍了相

关优惠政策，还详细讲解了转诊流程、

住院须知，并积极协调门诊部和相关科

室开辟绿色通道，提前准备军属病房，

为李峰的母亲打通了就诊、治疗、住院

“一条龙”的绿色通道。

“‘签约医生’融入网格前推服务保

障，有利于常态沟通、精准对接，打通服

务部队和军人军属的‘最后一公里’。”

谈及推行服务保障新模式的初衷，该院

政委颜鹏飞说。

鼓励更多医护人员
贴近基层服务官兵

走下手术台，已是晚上。主治医师

马武秀回到休息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查

看手机中官兵咨询病情的未读消息，并

一一阅读回复。

自从担任某训练基地“签约医生”，

马武秀就觉得“时刻都在诊疗”。只要

条件允许，他都会尽快回复官兵咨询，

尽量做到当日提问、当日解决。

“单兵全维精准卫勤保障”服务模

式提出之初，“让谁服务、如何服务”等

问题一直是医院党委一班人思考的重

心。

“医院现役人员少，医护人员平时

门诊、手术和业务学习任务较重，精准

保障能否达到预期效果，一直是我们担

忧的问题。”如今，官兵们给出的赞许与

肯定，让医院党委一班人吃了一颗“定

心丸”。

“付出总有回报。这次竞聘成功，

充分表明我在为兵服务中所做的工作，

受到了医院党委和同事们的认可！”11

月中旬，骨二科聘用制护士李为在医院

组织的管理岗位竞聘中脱颖而出，成功

获得发热门诊护士长的职位。

“累计下部队巡诊 40 余次，担任两

个连队的‘签约医生’……”30 多岁就晋

升为护士长，让年轻的李为成为大家热

议的焦点。

“一项制度要确保不流于形式、高

效运行，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激励和监

督体系！”该医院领导说，他们将医护人

员 履 行 职 责 情 况 纳 入 了 考 评 体 系 ，在

《聘用制员工薪酬待遇调整方案》《医护

人员职称评聘实施方案》《聘用人员管

理岗位竞聘办法》《聘用人员“人才库”

遴选办法》等文件措施中，明确相应的

加分权重，发放为部队服务津贴，并且

在评功评奖、职称评聘、管理岗竞聘等

方面，突出为兵服务、为战服务导向。

“ 这 是 荣 誉 的 激 励 ，也 是 催 征 的

号 角 ，让 我 们 时 刻

牢 记 自 己 是 为 兵 为

战 的 保 障 人 员 。”该

院 医 生 马 武 秀 由 衷

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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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阳光下，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

疗中心举办“关注口腔，促进健康”为主

题的义诊活动。

那天，该中心门诊大厅人头攒动，

前来进行口腔咨询的基层官兵把咨询

台紧紧围住。口腔科主任汤楚华聚精

会神地倾听，耐心解答每一个问题。

这样的场景，对于汤楚华来说，再

寻常不过。近年来，汤楚华奔赴各地战

略支援部队开展口腔义诊。她在保障

基层官兵口腔健康的同时，也在不断探

索新的诊疗技术和方法。

“基层一线官兵的口腔疾病有一定

规律性，要想摸清症状特点，军队医务

工作者不能坐在诊室里‘问诊’。”汤楚

华至今记得第一次巡诊时的情景。

那年冬天，某部战士刘光远因为牙痛

已经高烧了好几天。在简陋的学习室里，

汤楚华小心翼翼地为刘光远清理龋坏的

智齿……那天夜里，刘光远终于退烧了。

“牙病本身对健康造成危害不大，

由牙病引发的并发症，许多却是致命

的。”那天，汤楚华第一次将巡诊心得写

在日记中。

回到医院继续开展临床口腔疾病

诊疗工作，汤楚华思考了很多：基层官

兵的口腔疾病有什么规律，一旦打起仗

来，如何开展口腔疾病救治？

每一个问号，都是一次出发的理

由。这些年，汤楚华带领科研小分队，

走访了多个偏远基层点号。他们一边

采集官兵口腔病况信息，一边为临床研

究积累课题。

在高原某兵站，官兵牙齿患病率较

高，不少官兵为牙痛、牙齿松动等困扰；一

位战士牙髓炎反复发作，由于没能及时治

疗，汤楚华在检查时发现，他的龋坏已错

过最佳治疗时间，只能直接拔除……

那次巡诊结束后，汤楚华在日记中总

结：越是偏远地区，官兵对口腔健康的重

视程度普遍不高；又因为医疗资源短缺，

官兵看病难等问题，牙病常常一拖再拖。

牙齿虽小，但事关战斗力。汤楚华

带领的巡诊小组，先后 4 次上高原，为

上千名官兵进行义诊，解决了高原环境

口腔疾病的防护等难题。

一次巡诊中，一名干部因智齿冠周

炎导致严重感染。利用有限医疗器具，汤

楚华为其进行手术。随后，汤楚华还向这

名干部详细介绍了健康防护知识。

“部队官兵需求的不仅仅是健康诊

疗，更需要科学的健康理念和管用的健

康技能。”汤楚华意

识到，基层巡诊对于

口腔医疗专家来说，

一年之中所占时间

很短，但基层官兵口

腔防护一天也不能间断。

“我们既要通过下基层服务，为官兵

送医送药，更要做好相关技能和知识的普

及与推广，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在戈壁某部，汤楚华和她传授的口

腔健康理念，几乎改变了驻守这里官兵

的生活习惯。

医疗队第一次到该部巡诊，汤楚华

发现，驻守这里的官兵患牙病几率较高；

在进一步调研中，她分析认为，这与当地

碱性水质有关，也与驻地官兵不注意口

腔卫生有关。

连续 3年，汤楚华带队前往该部，先

后举办口腔健康科普知识讲座 20多场，

有效提升了官兵口腔防护技能。

某部医院处于大漠深处，口腔医生

匮乏。汤楚华通过线上教学方式，为其

培训口腔人才，有效缓解了基层口腔医

生紧缺的现状。

这些年，汤楚华带领口腔科开展精

准化诊疗、精细化服务，建立的 9个口腔

亚专科已成为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

临床药物试验机构。她带领团队探索建

立的特勤人员口颌系统健康评估标准，

创建的口腔医学防护技术体系，获得军

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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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得知一名病

危的红军战士需用特效药后，立即叮嘱

医生“要多为战士着想”。听了医生“特

效药是专门留给首长的”话后，毛泽东急

了：“什么首长、首长……现在要紧的是

抢救病人，一刻也不能延误！”

淮海战役中，军医郑星勇坚持“同志

们打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中弹阵亡前，

郑星勇断断续续地哼唱着：“我们是红色

医务员，爱护伤病员像自己的眼睛……”

两则故事，蕴含相同的理念：保官兵

健康，就是要“多为战士着想”；就是要伴

随保障，“同志们打到哪里就跟到哪里”。

时间就是生命。这句话，用在救治

中再合适不过了。二战结束后，国外一

家医疗机构在研究了战场救治报告后指

出，大量阵亡与战场救护滞后有关。志

愿军白衣战士武凤华回忆，当年为了挽

救更多伤员的生命，医护人员尽可能将

手术台一米一米向前沿推。

保健康就是保战斗力，保健康就是

保打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主席非常关心官兵健康。整合

卫勤保障力量、加大巡诊频次力度、充实

稳定基层军医队伍、研发更多便携式急

救装备……回顾我军卫勤战线推出的新

制度、新举措，广大官兵既感受到保障力

与战斗力相融合的深刻转型，也体会到

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背后的浓浓暖意。

然而，仍需看到，快速精准为基层官

兵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现实中还存在

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的医务人员忘记

白大褂里面是绿军装，为兵服务有时心

冷行缓；有的军医觉得在基层部队屈才，

总琢磨着调往大医院……

今年 1月 1日，《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

医疗待遇保障暂行规定》正式施行，明确

军人及军队相关人员在军队医疗机构就

医的医疗待遇，界定军人跨军地就医的具

体情形，打通远离军队医疗机构单位军人

及其家属就近就便到驻地医疗机构就医

渠道，实现军人配偶免费医疗、军官军士

父母和配偶父母优惠医疗，继续实行军

人、军人未成年子女免费医疗。为兵服

务，制度背后是温度。医生，回应患者求

救时是给人力量的“一声”，施救时是关乎

患者的“一生”。军队医院倾力倾心推动

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彰显的是为兵的力

度、爱兵的温度。

那些训练中的突发急症，需要的是

更为高效优质的救治。充实基层军医队

伍，备齐基层急救设备，锤炼官兵互救本

领，进一步畅通军人就医“绿色通道”，就

会为官兵铸起一块“健康盾牌”。

现代战争，新伤类、新伤型增多，救

治难度大。广大医务人员深入探索战

伤的致伤因素，提升救治技术和救治能

力水平。技从练中来，艺因练而精。今

天，军队医护人员只有平时刻苦锤炼战

场急救本领，战时才能快速出诊、快速

施救。

使命在肩，广大军队医护人员只有不

断提高医疗业务能力，方能当好战友的健

康“守护神”，为强军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为 兵 服 务 ，制 度 背 后 是 温 度
■颜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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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为兵服务质量

记者调查

联勤保障部队第 901医院“签约医生”为官兵发放联系卡。 尤昕南摄

汤楚华在某部为官兵诊疗。 张文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