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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习主席
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联勤保障部队
开展健康扶贫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
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实际行动，是践行
初心使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具体
举措，更是不断满足贫困地区人民对
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实践，需要深刻
体悟习主席的忧思关切，提升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

“一人得大病，全家受拖累。”尤其
是对于贫困户而言，疾病直接影响着
他们脱贫的步伐。联勤保障部队自成
立以来坚决贯彻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决策部署，以创建
军队健康扶贫“三大工程”为牵引，发
挥资源优势，加强体系建设，注重质量
效益，如期完成健康扶贫各项工作任
务，为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作出积
极贡献，赢得了军地赞誉。

这是一场“总体战”，必须对标看
齐“走”在前列，联勤保障部队党委第
一时间研究下发《联勤保障部队 2020
年前推进健康扶贫对口帮扶工作实施
计划》，为高质量推进健康扶贫工作提
供了基本遵循。这是一场“歼灭战”，
必须主动作为“干”在实处，树牢“精

准”理念，坚持分类施策，突出重点用
力，根据帮扶进度和成效，个性化、针
对性制订帮扶方案和措施。这是一场

“持久战”，必须抓常抓长“建”在点上，
通过立制常帮、互促共建、借力实援，
积极构建“持续改进”的“闭环式”管理
模式，推动健康扶贫见长效结硕果。

路漫漫其修远兮。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打赢脱贫攻坚战更是复杂而艰
巨的，尤其是面对人民群众对“更高水
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的期盼，我们不可
能“毕其功于一役”。目前看，联勤保
障部队对口帮扶的 61所贫困县医院

已全部达标，但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充分认识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和复
杂性，认清军队在脱贫攻坚中肩负的
重要责任，蓄积底气、磨砺韧性，健全
完善跟踪问效等各项长效机制，并结
合具体实践进行科学评估，在借鉴学
习的基础上灵活调整政策、创新方式
方法，才能切实让贫困群众病有所医、
健康有所保障。

我们相信，只要广大联勤官兵始
终聚焦贫困群众健康问题，聚力贫困
县医院建设薄弱环节，继续保持高位
推进、攻城拔寨的强劲势头，坚持标
准质量不降，坚持时间后墙不倒，再
接再厉、扎实工作，就一定能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和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在健康扶贫这场战役中勇挑重担
■程东祥

留下不走留下不走的医疗队的医疗队
—联勤保障部队健康扶贫工作纪实

■吕兴锋 胡兴茂 本报记者 赖瑜鸿

2020年 5月，随着最后 3所贫困县
医院顺利通过医院等级评审，联勤保障
部队对口帮扶的 61所贫困县医院全部
达到二级医院标准。

统帅号令重千钧。自 2016年成立
以来，联勤保障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号召，始终把健康扶
贫工作作为政治工程、主官工程抓紧
抓实，所属各任务医院先后派出医疗队
驻点帮扶 670批，驻点带教技术骨干
3752人，重点帮扶临床学科2187个，援
助设备 761台（件），推动受援贫困县医
院建设水平普遍提升，让贫困地区群众
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诊疗服务。

——编 者

“上午申请的会诊，10分钟就收到
了回执并安排相应学科会诊负责人，下
午一上班就能得到专业的解决方案，真
是帮了患者的大忙！”青海省贵德县人
民医院副院长、外科主任马恩波对联勤
保障部队第 967医院紧紧围绕群众健
康需求创新帮扶手段的做法赞不绝
口。而马主任口中的患者正是贵德县
尕让乡阿什贡村的43岁中年男性鲜金
龙，他成为了手机软件版本专项会诊平
台开设以来第一个受益者，使病情通过
远程会诊方式及时得到处置。

而在海拔4720多米的西藏那曲地
区班戈县人民医院，正在休整的第十七
批援藏医疗队队员、东部战区总医院妇
产科副主任医师杨斌不顾高原反应带来
的不适，带领县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开
展了那曲首例宫外孕破裂、失血性休克
手术。他在极度疲惫的情况下，靠着精
湛的医术把患者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刚下飞机，就上手术。”回想起一
年前的那台手术，新疆和田县人民医
院妇产科医生古扎丽努尔依旧心情激
动。她说，那天深夜，一名维吾尔族妇

女得了严重的肠梗阻，生命垂危。此
时，刚刚赶到和田的联勤保障部队第
980医院产科专家李丽君正在休息，接
到县人民医院求助电话，极度疲惫的
她二话没说就投入抢救。千钧一发之
际，李丽君为患者进行了肠管修补术，
最终成功挽救了患者生命。

“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到塞
外边疆、在健康扶贫的最前线，更能体
现一个医生的价值。”来自联勤保障部
队第 988医院的蹲点帮扶专家吕金利
副主任医师说，同胞的笑脸、清澈辽远
的天空、庄严美丽的雪山，都是他心中
割舍不下的眷恋。

不但要让群众看上病，还要让群
众看好病、无顾虑。受援贫困县医院
大多地处海拔高、路途远、条件艰苦的
地区，各任务医院蹲点帮扶医疗队员
由于缺氧等原因难以适应，经常导致
夜里睡不着、白天吃不下，加之腹泻等
常见病袭扰，人均体重下降 5公斤以
上。然而，无论距离多么遥远、道路多
么艰险，都挡不住联勤军医们深入一
线的脚步。

守初心，一切为了群众
坐诊问诊、查房带教、授课讲座……

每当解放军总医院专家来到四川省宣
汉县人民医院，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自 2001年，解放军总医院与国家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宣汉县人民医院建立
帮带关系以来，该医院逐步实现了从以
前的“大病治不了”到全县群众 90%以
上大病不出县，从年门诊量 10万人次
左右的普通医院到全国百强县级医院，
从“二级乙等”跃升到“三级乙等”医院
的转变。它的跨越式发展是解放军总
医院 19年持续技术帮扶、百名专家倾
情接力的生动写照。

首例腰椎骨折切开复位术、首例
髋臼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首例急
性心肌梗死溶栓术、首例心脑卒中的
抢救……在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医院
帮扶专家的示范和指导下，百余个首
例手术在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
治县人民医院实施，建立骨科、妇产
科、儿科三个特色专科，创建出重症医
学科、眼科、血透室、高压氧科、骨外
科、脑外科等新学科，教学查房5000余
次，手术带教3000余次，病例讨论4500

余次，救治疑难重症患者万余人，帮助
县人民医院技术实力不断升级，先后
荣获“国家卫生工作先进单位”“全国
卫生系统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罗姓患者，前
额突出肿块，常年头昏头痛，苦寻良医
无果，非常苦恼自卑。联勤保障部队第
921医院驻点帮扶队员耳鼻喉科副主
任刘阳云了解病情后，带领县人民医院
临床医师，拟制了精细的手术方案，成
功开展复杂疑难的 DrafⅢ型额窦手
术。术后罗某头额部恢复正常形态，头
痛头昏症状消失，一扫往日自卑抑郁心
理，恢复正常生活。

这仅是联勤医院发挥技术优势推
进业务帮带的生动缩影。4年来，联勤
医院协助61所受援贫困县医院建立起
当地分级诊疗体系、会诊网络和县域医
联体，推进“互联网+健康扶贫”，升级
远程信息系统对接和会诊服务，先后推
广实用技术 1991项，指导健全医疗质
量管理、业务技术规范等制度规定或工
作流程 2516项，推动 2100多个学科成
为当地的“标杆”科室。

留技术，业务帮带扎实

“这孩子生长发育较同龄孩子差了
许多，并且经常容易患感冒和肺炎，一直
没有搞清楚是什么原因，直到接受了免
费筛查才知道原来是患了心脏病。”谈起
孩子的病情，维吾尔族小朋友小玉苏普
的爸爸仍唏嘘不已。“感觉她和三四岁的
孩子差不多，身高只有95厘米，体重也
只有13公斤。”小玉苏普的主治医生联
勤保障部队第960医院小儿心脏外科王
同建主任说，“经过外科手术治疗后，她
已经能和正常孩子一样生活了。”

针对地区性疾病开展有针对性的
治疗能给贫困地区群众带去更多实
惠。2019年5月份，王同建主任和该院
专家医疗队赴新疆莎车县开展“凝聚民
族情、共筑中国心”维吾尔族先心病儿
童救治活动。仅5月份，该院专家医疗
队即从当地 6个月至 16岁大的 217名
疑似先心病患儿中，免费筛查确诊出
103名，其中，45名先心病患儿已陆续
得到手术救治。

同年，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在四川省壤塘县实施了“大骨节病救治
工程”，期间以关节外科专家为主的医
疗队总行程约 1200余公里，免费巡诊

1000余人，发放药品总值约 20000余
元，实施关节手术共94台，让一位又一
位藏族同胞摆脱了疾病的困扰。

近日，西部战区总医院医疗队再次
来到曾经救治过的小甘代所在的学
校。回想起当年饱受包虫病摧残时孩
子的郁郁寡欢，和如今的活泼开朗形成
了鲜明对比，大家不禁感慨万千。自
2017年以来，承担青海藏区包虫病患
者救治任务的西部战区总医院和解放
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第 970医院，
连续派出 9批次 50多名专家组成的医
疗队分赴久治和杂多等县，开展包虫病
防治知识宣讲，组织包虫病筛查和手
术。截至目前，他们共筛查 6700多人
次，实施手术 370例，有效解除了患者
的病痛。

精准施策是健康扶贫的关键所
在。近年来，联勤医院集中发挥医疗资
源优势，注重结合当地医疗条件和地区
性疾病特点，选派优质队伍，下大力气
解决诸如包虫病、先心病、白内障等持
久困扰当地群众的顽症，有效减少因病
致残、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赢得了
良好的社会反响。

送温暖，精准助力脱贫
“开展扶贫工作决不能虎头蛇尾，

只热闹一阵就没了下文，要干一件事就
成一件事。”联勤保障部队卫勤局领导
说，“感情管一时，动员管一阵，机制才
能管长远。”健康扶贫工作不仅要带着
一腔热情，更要带着责任，建立起一个
有效的帮扶机制。

思路决定出路。联勤保障部队按
照“突出重点、兼顾全局”的工作思路，
接续深化开展创建军队健康扶贫“三大
工程”活动，出台《联勤保障部队 2020
年前推进健康扶贫对口帮扶工作实施
计划》，从制度机制层面为深度推进健
康扶贫工作制订出路线图，明确基本原
则、主要任务和相关要求。对帮扶成效
较好的单位，认真研提升级版帮扶举
措；对未达标单位，集中力量强势攻关；
对帮扶多所医院的单位，构建紧密衔
接、相互联动的工作模式，极大增强帮
扶效益。

自 2017年开始，联勤保障部队坚
持连续 3年定期组织健康扶贫工作年
度阶段评估，围绕制度机制建立、派驻
人员管理、骨干人才培养、临床专科建
设、医疗技术提升、远程医疗对接等19

项内容对帮扶医院进行“全面体检”。
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区分帮扶任务类
别，分项拉单列表，及时反馈通报，指导
各单位及时制定整改方案，拿出纠治举
措，限期销账归零，构建起“持续改进”
的“闭环式”管理模式。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为确保每一
分经费都用在实处，他们依据军队健康
扶贫工作经费使用管理相关规定，紧盯
健康扶贫达标任务要求，充分调研摸清
帮扶工作经费需求，按照预算报表格
式，系统拉单列表，详注原因用途，确保
健康扶贫工作经费投向投量科学合理，
最大限度发挥经费使用综合效能。

种下一粒种子，长成一片森林。今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已经完成脱
贫任务的定点帮扶医院中，宣汉县人民
医院、霍邱县人民医院、威宁县人民医
院、大方县人民医院、织金县人民医院、
西藏米林县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都派
出了医疗队支援湖北武汉抗疫，为武
汉抗疫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来自这
些医院的一个个成熟的医务工作者凝
聚着20年来联勤保障部队健康扶贫的
成果。

建机制，着眼长远帮扶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