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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二滨江院区蝶变十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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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一座现代

化、花园式的公立医院于

钱塘江南岸拔地而起，迎

来了它的第一位患者。

自此，浙大二院滨江院区

掀开了中国医院多院区

建设发展的新篇章。

十年后，这个年轻的

院区在高质量发展的快

车道上行稳致远。多院

区同质化发展，门急诊量

增长率115.91%、出院

量增长率 231.02%、手

术量增长率181.05%、

接诊患者数亿人次⋯⋯

不断刷新的医疗成绩单，

质与量的蜕变成长，对标

国际水平的管理服务，彰

显了浙大二院蓬勃的生

长力。

“十年精彩蝶变，文

化是它的原动力。‘患者

与服务对象至上’的核心

价值观经历154年的洗

礼淬炼，深深扎根于我们

每位浙二人心中。”浙大

二院党委书记王建安说，

这始终引领他们济人寿

世，福泽桑梓。

翻开这一页崭新的

篇章，我们看到，传承包

容、开放创新、责任担当、

尊重关爱这四组关键词

贯穿始终，生生不息。

你从一名引进人才的融入
可看出她的包容
你从一个新生项目的壮大
可看出她的雄心

在浙大二院心血管介入中心，心血管内科团

队仅用 30 分钟，就为 79 岁的老人换上了“心门”，

让他重获新生。

老人因为先天二叶瓣畸形导致主动脉瓣严重

狭窄，胸闷气急、呼吸困难，随时可能有生命危

险。心内科专家用一根粗不过圆珠笔芯的导管携

带人工瓣膜，从大腿根部穿刺，通过股动脉把人工

瓣膜送至心脏的病变部位，随即，人工瓣膜像伞一

样缓缓打开，取代原本已损坏的瓣膜在人体内工

作。

当天上午 10 点进入导管室，12 点回到病房，

下午 4 点老人便可离床下地，慢慢行走。第二天

下午，他已在家人陪伴下回到了家中。“真没想到，

这么大的手术，我爸隔天就康复出院了。”电话那

头，老人的儿子有些激动。

老人所体验的是浙大二院从 2005 年就开始

探索尝试的日间手术诊疗。日间手术，是指患者

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入院、手术和出院全流程的

手术模式。作为一种创新开展的医疗服务模式，

日间手术可以最大限度地整合和使用医疗资源，

对患者来说，减少了院内感染的风险，减轻了经

济负担；对医院来说，床位的周转率不断加快，

医疗效率大大提高；对社会来说，日间手术让有

限的医疗资源为更多人服务，缓解了看病难的问

题。

浙大二院从2009年开始正式推行日间手术，

是国内最早在真正意义上设置日间手术病房的医

院。2020年起，以病人为中心的“效率医疗改革”

在全院掀起一股风，浙大二院在原有日间手术的

基础上进行创新与改进，在全省率先推出“48 小

时快速康复手术”，将更多的三四级手术纳入日间

手术管理并常态化开展。就连肿瘤切除手术，也

可以在“日间”做，从入院到出院不到2天。

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和快速康复理念的推

行，适用于日间手术的病种越来越多。目前，浙大

二院在多个院区都设置了日间手术病房，共有

200 多张床位，覆盖 23 个临床科室，包含所有外

科科室和部分内科科室。2022年，浙大二院日间

手 术 量 超 过 4 万 例 ，占 全 部 择 期 手 术 量 的

35.04%。

“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减少患者不必要的住院

时间，让病人在医院的每一分钟都有意义。”浙大

二院麻醉手术部护士长钱维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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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开放创新精神
日间手术开启“狂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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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师出名门，从医22

年、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青委副

主任委员易成刚与西北老家告别，奔赴

千里之外的杭州。在风景如画的江南，

他拥有了一个新身份——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整形外科主任。

离开家乡，离开熟悉的工作环

境，在陌生的城市开启职业的新征

程，这位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不是没

有过担忧：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意

味着要重新开始建立人际关系，同事

们好相处吗？作为科室主任，他肩负

着学科发展的重任，医院领导层会对

他这个毫无背景的新人给予支持吗？

随着新工作的开展和与同事们

的深入交流，易成刚悬起的心逐渐落

回了原位。院领导在他报到之时就

表达了全力支持他建设学科的决心，

鼓励他大胆做出新尝试；科室的前辈

奔前跑后，主动帮他对接其它科室，

让他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同事们担心

他吃不惯口味清淡的杭帮菜，常邀请

他去家里做客，餐桌上铺满辣椒和红

油 的 菜 肴 让 他 觉 得“ 像 回 家 一

样”⋯⋯包容，刻在这家医院的基因

里，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他的工作和

生活中，让他很快产生了归属感。

和许多作为高层次人才被引进

的青年医生一样，易成刚也渴望在新

的平台大干一场。他所在的浙大二

院整形外科是浙江省范围内成立最

早的整形外科，创始人马奇教授在国

内整形外科领域赫赫有名，是出现在

《整形外科学》这本教科书上的人

物。马奇教授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

能带领科室更上一层楼，在国内整形

外科排名中跻身前列，甚至推动全省

的整形外科能力向前发展。如何让

医学人才、教育科研底蕴深厚的浙大

二院整形外科延续往日辉煌？接下

科室主任的接力棒后，这样的重担就

落到了易成刚的肩上。

“整形外科手术一般分为正畸修

复方向与医美方向，浙大二院整形外

科在传统的修复方面实力强大，但在

近年来兴起的医学美容方面尚待发

力。场地、设备、人员等问题都阻碍

着科室的发展，只有补足短板才能迎

来生机。”易成刚说。于是，白天看

诊、手术，晚上和同事讨论科室发展

规划成为了那段时间他的工作常态。

本以为从规划到落地会经历漫

长的过程，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医院

迅速做出了反馈，“蓝图”上的设想一

项一项成为了现实。“院领导主动告

诉我，新院区有一块场地很适合我们

科室，一下子就给我们找好了‘新

家’，让我们有充分的施展空间。”与

此同时，临工部快马加鞭，8 台崭新

的激光设备在这里“上岗”；人事部发

出招聘启事，为科室广纳人才，陆续

增加了7名专业医生。

“不论是领导层还是职能科室，

抑或是临床医护，大家的理念和目标

都很一致，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更好地

为病人服务。”易成刚说。如今的整

形外科拥有 40 个常规住院床位，3

个美容中心，6 大医疗组。前来求诊

的人络绎不绝，科室年均门诊量超

20000 人 次 ，年 均 手 术 量 近 4000

台。一个又一个新的突破，让易成刚

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感。

加入浙大二院的两年里，易成刚

路过医院大门外的铜像时，总是会驻

足思考一会儿。那是一百多年前，时

任广济医院（浙大二院前身）院长梅

滕更和中国小患者互相鞠躬的场

景。“患者与服务对象至上”这一跨越

一个半世纪的医院价值观从未改

变。而这样的文化，也将在一代又一

代浙二人的努力中传承。

打通从“引”到“育”到“留”，浙大

二院通过全链条人才队伍建设新模

式，已面向海内外引进具有国内外学

术影响力的知名专家学者等百余

人。由此构筑起的临床科学家人才

蓄水池，将成为新时代健康事业提速

发展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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