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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是药品供应能力比医院药房自己采

购供应能力显著增强，急需的短缺药品尤

其是特殊的急救药品可在很短时间内采购

并供应，更便利了临床用药。

九是由于业务收入中药品比例降低，

使医院资金的含金量和可利用资金比例升

高，消除了以药养医的弊端，更加有利于医

院的经济建设。

十是药房托管后，逐步实施了由药房

工作人员送药品到病区的工作，进一步减

轻了护士的非护理工作量，尽可能地落实

把护士还给病人。

十一是药品质量有保障。药房托管后，

原药剂科主任负责把关药品质量，自药房托

管 10 年来，凡是国家通报过的因药品质量

造成伤害案件中的药品，医院均无购入。

总之，药房托管实现了对医院、对患

者、对医生、对公司四赢的局面，做到了降

低病人药费的同时，也使医院和公司互惠

互利共同成长和发展。由于医药分家改革

新思路的成功，基本解决了来院就医患者

“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充分体现了人人

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在省内外

反响很大，全国先后有近 60 余家医院到青

海红十字医院观摩学习。借此机会，青海

红十字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建立了友好协

作关系，北京朝阳医院在技术上对青海红

十字医院进行帮扶，为医务人员提供免费

到北京进修学习的机会。

医院文化建设

文化是一个民族，也是一个医院的灵魂

和生命，医院文化建设是青海红十字医院生

存与发展的重中之重。青海红十字医院在

医院文化中注重融入医学人文理念，以人

文关怀式服务打造自己的特色，提倡医院

文化的爱是人间之爱、医院文化的情是手

足之情、医院文化的力量是意志的力量、医

院文化的精神是民族和谐的伟大的中华民

族精神。青海红十字医院设计了医院的院

徽、院旗、院服，谱写了院歌，并不断改善人

文的就医环境、改造人文的院容院貌，让患

者进入医院就能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内涵，

并以人文关怀为本的温馨提示来增加患者

对医院的信任，从而缓解患者在医院的紧

张、焦虑和精神压力，促进医患和谐。

此外，青海红十字医院在医院文化核

心部分制定了以“敬畏、珍惜生命，患者需

求至上”为理念的医院使命、医院经营战略

和核心价值观。在医院文化的中间层，即

在制度层和行为层出台了机制创新的工作

流程、约束和激励制度以及行为规范。每

个星期的星期一，员工集体穿着院服，升国

旗、院旗；每天早晨上班前，都要做广播体

操。在医院各科室内外，都悬挂或放置医

学人文关怀的提示语和医学历史相关的资

料及医学文物展柜；在院内种植银杏树、各

类中草药的百草园，以感受传统的中华医

药文化；门诊楼前的松树林内，矗立着新时

代民族女英雄张纯茹的汉白玉石像，在打

造医院文化中提倡时代精神、弘扬优秀的

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在内科大楼前

矗立了彭德怀元帅铜像，以纪念志愿军 512

医院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并入青海红十字

医院和彭德怀元帅视察医院的历史，教育

和激励全体员工再创佳绩；修建了既有医

学传承意义、又有重要纪念意义、同时还有

景观意义的“ 晋三甲阳光纪念坊”特色景

观，景观人物除以浮雕形式展示古代 8 位

世界级医学大师，以示敬仰和传承之外，还

塑造了 8 位正在工作场景的护士形象，突出

展示了护士是医院的主体和在医院的重要

作用，使护士的“爱如灯盏”的人文关怀理念

成为医院建院之本。同时，为纪念医院晋升

三级甲等医院，将建院 60 周年纪念活动撰

写的《红十字医院赋》，刻于石面之上以示永

久性纪念。青海红十字医院的文化和价值

理念在任何场合都能体现出医院的追求和

员工的精神面貌，每位员工都充当医院的亲

善大使，将“阳光与健康同在、红十字同生命

共存”作为庄严的承诺，增强了员工的自豪

感和紧迫感，使医疗工作更加贴近广大患

者，增加了患者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近几年以来，青海红十字医院为了使

医院文化建设具有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在

医疗卫生界率先提出了打造“医学历史博

物馆式医院”的文化理念，致力于“青海阳

光综合性医学历史博物馆”、“医院院史展

览馆”、“人体解剖病理标本馆”、“青海特色

药材及中草药饮片标本馆”、“青海省监管

医学历史博物馆”等 5 馆建设，并在医院各

临床、医技科室陈列医学本专业的旧设备

或旧器械等医学文物和本专业创始大师的

照片及史料，同时也将各科室自建院以来

历任科主任和历任护士长的照片及史料进

行展示，以感念前辈和先师们的业绩。院

内迁入农医同源、医食同源的民俗建筑文

物水磨房、榨油房等，让患者一进入医院就

能获得医学历史文明带来的视觉及心灵上

的感悟，从而更加理解医学、理解医院、理

解医生，促进医患关系更加和谐。多年来，

青海红十字医院在原来的温情医疗服务基

础上，又提出创建“人文关怀式医院”的理

念，具体实施了“五心工作法”的“二十个

一”的服务措施，使医院的优秀医院文化建

设成为医院文化创新的另一特色和成果，

深 受 社 会 各 界 的 喜 爱 和 关 注 。 2009 年 5

月，青海红十字医院被青海省委宣传部、青

海省科技厅、青海省科协评定为“省级科普

教育基地”。鉴于医院在中、小学生、中青

年以及广大患者中积极有效开展了医学科

普宣教工作，并在 2009 年“全国科普日”前

后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科普宣传专题活

动，在社会上起到良好的医学科普宣教示

范作用，2009 年 12 月，设在青海红十字医

院的青海阳光医学历史博物馆被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评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拓展服务功能 深化服务内涵

实行药品分包，成立配液中心确保医

疗安全

为了有效解决用药安全和合理用药，

杜绝药品配伍过程中发生的不安全隐患，

青海红十字医院投入 1000 多万元，在青海

省医疗系统率先实行药品分包、药品低温

冷藏室和成立配液中心，以及现代信息化

的物流小车系统。这是青海红十字医院强

化药品管理，确保药品质量，提高医疗质

量，保证患者用药安全和改进工作流程的

重要手段。通过统一管理，规范操作流程，

有利于控制药品污染的发生，节省一线护

理人员的工作时间，有效提高工作效率。

成立助患医疗队，方便群众就医

青海省系多民族地区，前来青海红十

字医院就医的少数民族就医群众越来越

多。为了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和医疗安

全，为病患提供更贴心、更温馨的人性化服

务，让患者在医院治疗住院期间得到最好

的照护，帮助病患群体克服语言沟通障碍，

根据 JCI 国际评审认证标准，青海红十字医

院利用少数民族员工占员工总人数 19.8%

的优势，成立了少语翻译志愿者服务队，有

效构建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充分体现了医

院“敬畏珍惜生命、患者需求至上”的理念，

确保患者能够得到及时、准确、有效的医疗

服务。目前，红十字阳光志愿者少语翻译

服务队共有 60 人，由撒拉族、藏族、土族、

东乡族、回族、蒙古族及外国专家和英语志

愿者组成，服务队为广大病患提供安多语

系、康巴语系、撒马尔罕语系、蒙古语、土语

和英语服务。红十字阳光志愿者少语翻译

服务队的成立大大加强了医院服务质量，

为医院 JCI 国际认证及医疗安全与服务插

上了翅膀。

成立高原野外徒步医疗救护队

随着青海省旅游业的发展壮大，来青

海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为了适应高原地

区野外徒步救护的需要，青海红十字医院

及时成立了由各科室的骨干医护人员组成

的红十字野外医疗救护队，针对有时在救

护车无法到达的高原野外区域，配合“120”

急救站做好突发事件的应急与处理。救护

队的成立填补了青海省高原旅游医学中的

空白，对广大旅游人群的野外旅游安全将

起到积极的防范和推动作用。

人才队伍建设

针对医院规模扩充快、发展速度和专

业人才不足的实际情况，医院实行招聘制、

引进调入、返聘和加强培养等多种形式引

进人才和培养人才，并采取请进来、派出去

的办法，大力培养适合医院需求的专业技

术人才，为医院整体水平的提高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通过实施激励的人力资源措施和机

制，采取送出去进修、请进来示教和定目标

自修等措施，有重点、有目标地加强医护人

员的深造培训。同时，引进和储备各类专

业技术人才，使医院医疗护理人才队伍初

步形成“品字形”结构和“阶梯化”模式，具

备了与医院规模相适应的人才队伍。

引进人才

青海红十字医院创新性地引进各专业

科室的外籍医学博士 10 人，涉及急诊、急

外、心内、儿科、儿外科、产科、运动康复、临

床用药、五官科等专业，在吸纳国际先进医

疗理念和技术的同时，以传帮带和示教的

方式提高医院医疗技术人才的整体水平，

逐步与国际医疗技术接轨，这一举措成为

欠发达地区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

的经验，已经走在了国内各医院的前列。

建立广泛协作

青海红十字医院与北京朝阳医院、上海

第五人民医院、武汉同济医院、台湾长庚医

院、香港皇家玛丽医院等国内实力派医院建

立了协作关系，利用外力为本院代培人才，

传授先进技术，进行疑难病症的会诊与治疗

技术攻关，已形成了以妇产科、病理科、急救

中心为龙头、多科并进的科技发展新格局。

青海红十字医院的员工，从 2000 年初

的 488 人增加到现在的 1555 人，从 2000 年

正高职称 1 人，副高职称人数不足 10 人增加

到现有高级医疗专业技术人才 205 人，其中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人员 3 人、省级首席专

家 1 人、省级学科带头人 6 人、区域性学科带

头人 12 人；医疗技术专业人才 730 人，外籍

医学博士不同专业专家 10 人；医学院校教

授 2 人（硕士生导师 1 人）；省级以上医学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主任委员 41 人，其

中国家级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5 人。

自觉承担社会责任

新世纪的 10 年，既是青海红十字医院

跨越式发展的 10 年，也是大力弘扬红十字

精神，用真情回报社会的 10 年。这 10 年

来，青海红十字医院先后减免贫困患者医

疗费用共计 632.27 万元；向灾区派出 360 人

次医务人员组成的救灾医疗队，为灾区群

众送医送药；为 3200 人次残疾人免费实施

康复治疗，并对 5.36 万名特殊群体减免医

疗费用 810.4 万元；部分高级职称员工捐款

3.3 万元，资助 45 名小学生完成学业；相继

组织 262 次 4468 人次参加的专家医疗小分

队，为 104 万农牧民和鳏寡孤残人员进行免

费义诊。10 年来，青海红十字医院的员工

慈善捐款达 87.6 万元，捐物 7630 件；免费培

训 1780 名基层医疗单位急需人才，并为农

牧区医院无偿捐赠 190 万元的医疗设备；组

织实施 18 次“白内障复明工程”，为 2640 名

白内障患者进行免费复明手术；出资 10.3

万元，为 20 个县 41 个镇 3.6 万名妇女免费

进行了妇科疾病的普查。

人道、博爱、奉献是红十字精神的精

髓。以红十字精神为核心的医院文化建设，

让青海红十字医院的每一位医务工作者都

懂得时刻体谅病人难处、关心病人需求、为

群众办实事、为贫困患者献爱心。多年来，

医院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减免和降低

就医群体各种医疗费用，保证了患者的基本

医疗权益。2002 年 3 月至 2010 年年底，医院

共减免各种医疗费用 710.60 万元，其中住院

费 17.1 万元、药费 235.85 万元、手术及麻醉

费 273.82 万元、检查费 41.03 万元、治疗费

43.73 万元、取暖费 67.15 万元、低保优惠费

21.93 万 元、住 院 积 分 优 惠 卡 费 用 9.99 万

元。此外，青海红十字医院还免除各监狱服

刑人员医药费用平均每年约 11.94 万元。

在由青海省红十字会组织的与加拿大合

作的项目中，每两年开展一次白内障复明手

术，自2002年开始，共计600余例，每例由青海

红十字医院补贴1276元，累计补贴76.5万元。

自 2007 年 10 月开始，青海红十字医院

抽专人、专车、专用资金组织宫颈癌、乳腺癌

普查医疗队，免费为农牧区生育期妇女进行

检查，并给予健康指导。截至 2010 年年底，

已普查了 21 县的 41 个乡的 36000 余人次，

耗资 10.3 万元。从尊重生命、关爱生命的愿

望出发，为了环湖地区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健

康，为了那些意外伤害的病人得以及时抢

救，5 年来，青海红十字医院先后向环湖地区

各卫生院免费赠送救护车 5 辆。此外，青海

红十字医院将帮扶社区卫生院、下乡义诊、

为农牧区送医送药工作形成制度化，先后与

78 家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友好帮扶关系，长期

支援州县医院并开展帮扶工作。与此同时，

青海红十字医院分期分批地抽调各科室医

务人员前往农牧区为广大农牧民群众提供

医疗服务，确确实实地把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作为公共产品提供给广大社会群体。

2009 年 3 月，青海红十字医院自行主

持的小儿疝气手术资助项目启动。利用从

瑞士募捐而来的 75 万元资金，由医院聘请

的外籍医学博士鞠天伟医生为患者亲自主

刀，每例患儿只需花费 200 元，而由青海红

十字医院向每例患者补贴 1200 元，目前已

完成 1000 多例手术，效果良好，获得很好的

社会效益。

2010 年 3 月，青海省副省长马顺清来

医院调研时说：“多年以来，青海红十字医

院在发展的过程中，敢于创新、追求卓越，

用孜孜以求、精益求精、打造品牌的思想理

念，很好地履行着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

和社会责任，始终如一地奉行敬畏生命，病

人至上的人文关怀精神，不断拓展医学内

涵，体现了‘自信、开放、创新’的青海意识

和红十字精髓，让医院始终走在全省医疗

行业的前列，成为我省医疗卫生系统医疗

体制改革中的‘领头羊’、‘排头兵’。”

2010 年 4 月，玉树大地震发生后，青海

红十字医院，迅速组织起 100 人大型医疗

队，带着药品及救灾物资，在政府的安排

下，在第一时间进驻玉树救援。同时，青海

红十字医院还迅速启动与友好医院的联

系，请北京朝阳医院、上海五院派骨干专家

支援医院，积极开展救治玉树地震伤员工

作。医院前后共收治灾区伤员 246 人，其中

危重症伤员 40 人，重症伤员 80 人，实施手

术 50 例，成 功 救 治 了 骨 折 后 肢 体 动 脉 栓

塞、高原急性脑水肿、高原急性肺水肿、创

伤性休克及心衰等急危重伤员 116 人，无一

例地震伤员和救援病员死亡。救援期间，

无论是在医药费用上还是在生活费用上，

青海红十字医院全部无条件保障供给，共

投入 6047923.23 元，后勤保障部门为救治

灾区伤病员共购买临床用具投入 130780

元，购买食品投入 4326 元，免费提供三餐

15529 余份，为志愿者制作服装及服务标志

投入 1096.8 元，累计开支物资资金达 600 多

万元，齐心协力完成了抗震救灾工作。在

震后重建工作中，青海红十字医院先后派

出五支医疗队、超过 200 人次的救灾医疗队

分期分批前往玉树，参加震后重建医疗保

障工作，均圆满地完成任务，受到当地政府

和群众的好评。2010 年 8 月，在由中共中

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西宁市举行的全

国抗震救灾总结表彰大会上，青海红十字

医院被授予“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的称

号，成为医院建院以来荣获的最高奖项。

同时，青海红十字医院还被青海省委、省政

府、青海省军区授予“玉树抗震救灾模范集

体”的称号。青海红十字医院玉树抗震救

灾医疗队被青海省委授予“玉树抗震救灾

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普外科副主任医

师李连升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社会效益不断攀升

近 10 年来，青海红十字医院先后有 48

项医学科研成果通过省级鉴定，12 项医学科

研成果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8 项成果获

厅级科技进步奖；153 项“三新”技术项目被

青海省卫生厅批准认定。近 5 年来，青海红

十字医院每年发表医学论文均在 450 篇以

上，居青海省各家医院之首。青海红十字医

院还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消费者信得过单

位、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被青海省司法

厅授予集体二等功；被青海省卫生厅授予青

海省商品和服务明码标价示范医院、百姓放

心医院、医院管理年示范医院；被卫生部授

予全国医院（卫生）文化建设先进单位、优秀

红十字医疗机构。2008 年至 2009 年度，青

海红十字医院被西宁市政府评定为市级文

明单位；医院阳光医学历史博物馆被授予全

国科普知识教育基地。青海红十字医院连

续 7 年获青海省卫生系统先进单位、开展

“三新”技术先进单位；被青海省科技厅授予

青海省科技工作先进单位。由于医院全面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技兴院、服务

领先”战略，青海红十字医院成为青海省发

展速度最快、可持续发展最具潜力的现代化

医院，成为青海省三大综合医院之一和全国

司法监狱系统第一大综合医院。

改革的路还很长，青海红十字医院将

牢记人民群众生死相托的健康与生命的重

任，继续深化改革，不断提高综合素质，在

创新发展中乘风破浪再创新业绩，为人民

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改革创新促发展 勇担重任立潮头

张建青院长为藏族同胞看病张建青院长为藏族同胞看病

20102010年年，，红十字医院为玉树重建工作排遣医疗队红十字医院为玉树重建工作排遣医疗队。。图为出发现场图为出发现场

张建青，男，汉族，1956 年 1 月

生，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医疗

系，研究生学历。现任青海监狱管

理局副局长，青海红十字医院党委

书记、院长，青海省医学会副会长，

青海省妇科疾病诊疗中心主任等

职，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青海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青

海省妇产科首席专家。先后获得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行业医

院优秀院长”、“青海省民族团结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主持开展的 53 项科研课题通

过青海省科技厅组织的课题鉴定，

其中有 4 项获司法部科技进步奖、2

项获青海省科技进步奖、6项科研成

果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主

持开展新技术、新业务、新方法研究

30 余项，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近

年来，致力于妇科肿瘤、不孕症及卵

巢早衰的临床研究，目前承担青海

省计生委、青海省科技厅、青海省卫

生厅的 5 项科研课题。在妇产科理

论方面具有较强造诣，是青海省妇

产科学科带头人，发表专业学术论

文64篇。

发表的主要著作有《现代医院

管理创新与实践》、《青海红十字医

院创新管理制度汇编》、《高原地区

妇女的围绝经期保健》、《医院文化

建设与医疗服务营销新思考》等十

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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