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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坐落于西子湖畔的浙江医院

迎来 70 华诞。70 载栉风沐雨，它技术发展

与人文关怀“两翼齐飞”，绘制出一幅医疗健

康的美好图景。探访即将揭幕的院史馆，仿

佛能从时光的长河中见证新中国成立 75 周

年以来辉煌变革的缩影。

著名版画家张漾兮先生于 1962 年在浙

江医院住院时，灵感迸发，以医护人员为原

型，创作《抢救》。这幅充满紧张与关切的版

画如今被置于院史馆显眼处。

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一位衣衫褴褛

的老者晕倒在医院门口，医护人员见状合力

对其实施救治。病床一侧，一名年轻医生正

给老伯戴上氧气面罩；一名戴眼镜的医生眉

头紧锁，解开老伯单薄的衣衫，为他听诊；一

名年长的医生屏息凝神为老伯诊脉，他的围

巾还未解下，似乎刚匆忙抵达医院⋯⋯

这一幕，生动地勾勒出医院“以患者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一个“多学科诊疗”的医

疗模式，也在这里引入、创新、发展，并实现

了质的飞跃。

浙江医院始建于 1954 年，建院伊始以

干部医疗保健和涉外医疗为主，1979 年浙

江医院全面向社会敞开大门，2018 年三墩

院区正式启用。“怀臻德之心，行精术之道”，

浙医人始终恪守。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作为浙江省重要干部医疗保健基地，浙

江医院承载着深厚使命，始终秉持公益性，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作出积极贡献。

曾经的干部和涉外医院，面向社会敞开大门

浙江医院：让全省老年病人有“医”靠

全生命周期“保驾”
老人有了“医靠”

随着天气逐渐转凉，家中一有咳嗽声响起，杨岚

（化名）的神经便紧绷起来，担心老人受凉引发肺炎。

父亲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还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

基础疾病，时常需要往返医院治疗。年迈的母亲去年

体检查出肠道肿瘤进行了手术，术后胃肠功能十分脆

弱，饮食十分精细。丈夫的家人也即将搬来杭州，作为

家中独女，多重的照护压力让杨岚喘不过气来。

杨岚的遭遇也是众多家庭共同面临的困境，经济

水平提升，老龄化日益凸显，民众的平均寿命得以延

长，随之而来的是医疗需求的显著增长。“老年人面对

的健康挑战更为复杂，常常是多种疾病共存，慢病与急

症交替发生。”浙江医院院长毛威教授指出。

近年来，浙江医院持续创新、上下求索，打造了一

支专业的老年多学科诊疗团队，并构建了“医康护养

疗”一体化的老年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确保医疗服务

可及性，为老年朋友提供卓越的医疗关怀。

“在医疗救治领域，医院投入资源重点建设老年医

学、重症监护、心血管疾病、急救、康复、护理等多个学

科，在这样的布局下，能够确保在面对患者病情波动

时，及时提供全方位救治，为病人追求最佳医疗结果。”

毛威介绍。

三墩院区作为浙江省老年医疗中心，延续总院“基

因”打造全省老年病治疗康复中心、研究中心、指导中

心，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国际医疗交流合

作。人脸识别就诊、发药机器人，医院的多项智慧化举

措让未来医院在这里有了“雏形”。需要康复治疗的患

者，感受到满满“科技感”：长年卧床的老人依靠重力装

置第一次双脚朝下感受到站立；在安全承托下老人借

助顶端轨道自由迈步恢复肌力⋯⋯

患者出院归家，医院积极响应“最多跑一次”改革

理念，携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构建大城市-社区-家

庭之间无缝转诊的“西湖模式”，打通老年人医疗可及

性的“最后一公里”，就医体验全面提升。

安享晚年
他们在这里不再是“病患”

在这里，老小孩们不再是“病患”。浙江医院的“老

年病综合示范病房”，是我省首个以“老年病多学科团

队诊疗模式”为核心的新型病房。住在这里的老人有

不同的家庭背景、工作经历，有璀璨过往，也有经历磨

难。在浙江医院副院长陈新宇看来，倾听他们的“故

事”，关注他们的需求，对疾病的管理非常有助益。老

人们在这里被理解、被尊重，实现从“病患”到“个体”的

转变。

对话张老家属前，记者并没有意识到眼前坐在轮

椅上、说话中气十足的九旬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多

年。两周前张老已有十几天不愿吃饭，从衢州老家转

运浙江医院时，由于营养严重摄入不足，老人精神状态

明显衰弱，晚上还一度坠床。陈新宇召集多学科团队

共同参与老人方案的制订，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信任与安心。

“现在胃口好不好，早上吃了什么，可以走动看看

吗？”陈新宇耐心上前询问。老人欣然应允。短短两周，

老人的身体状况已显著改善，现在他已能在陈新宇的搀

扶下站立，稳健地迈出几步。“8点55分，父亲出去遛弯

大概走了30米；今天早上和他一起背了二十四节气，忘

记了几个被父亲提醒。”张老的女儿事无巨细记录了父

亲每天的日常，了解到老人年轻时热爱吹笛，医护人员

提醒可以让他重新拿起笛子，唤醒那些美好记忆。

“像对待孩子一样，多花一些精力和耐心，老人可

以获得更多幸福感。”陈新宇指出，药物不是唯一“武

器”，康复营养、心理关怀、社会支持同样至关重要。为

了达到老人照护目标，这里的工作无不充满善意，细致

成了这样：将助眠药物调整至晚饭前后，让老人次日可

以规律入眠；当老人因心理障碍难以迈出病房门槛时，

护士会用“善意谎言”，鼓励他们往更远的楼栋做检查，

只为让他们多走几步⋯⋯

治疗过程中，家属也成为了多学科团队中不可或

缺的一员。老人住院期间，跟家属共同商讨照护目标，

制定照护措施，对家属进行有机划的照护指导，使得出

院后的“居家照护”成为可能，让老人能居家维持较为

稳定的状态，极大地减轻了家庭照护压力和社会负

担。作为我省安宁疗护指导中心，浙江医院多学科团

队也同时致力于将安宁缓和医疗的理念贯穿在全生命

周期中，让老人享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织密健康大网
居民在家无忧

位于浙江省最东部、舟山群岛最北部的海岛县嵊

泗，拥有大大小小岛屿600多个，长期困扰当地岛民的

问题，便是去省城就医，坐船乘车需要五个多小时。浙

江医院嵊泗分院落成，承担了当地大量的急危重症救

护工作，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将先进的技术、服

务理念留在了海岛上。

2023 年，嵊泗县迎来了首个血液透析中心，四年

来未曾回家的岛民，每周三次独自在外透析的日子

终于结束，得以与家人团聚；78 岁左主干重度狭窄、

急性心梗的大伯，在岛上卫生院初步复苏后通过急

救艇紧急转运，在嵊泗人民医院得到了院长毛威和

当地医护人员的及时接力救治；肺结节联合门诊云

诊室加强了⋯⋯医院陆续交出“双下沉、两提升”满

意答卷。

近年来，心血管疾病成了危害人类健康“第一杀

手”。浙江医院积极探索慢病管理，打造了心血管病防

治浙江样板。十年间，浙江医院建立 24 万人大型队

列，对心血管病高危人群实施长期管理；发布浙江省心

脑血管疾病风险分布与防控形势报告；高危人群的防

治指南和技术规范相继出台，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慢病

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和参考，助力健康中国目

标的实现。浙江医院作为国家卫健委“省级心血管病

防治技术牵头单位”，毛威表示，从省到市、再到县，一

张慢病防治管理的全国大网正在逐步编织中。

翻开崭新的一页，70 载精彩蝶变，浙医人不忘“以

人为本”初心，为中国医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