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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劳动的礼赞 凝聚奋进的力量
———2020年东城区劳模先进人物事迹展（十）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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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身边的
“健康卫士”

□本报记者 张瞳 通讯员 韩悦 郭鹏

架起“医养结合”的
暖心桥

她敢于创新， 带领医院在国家中医药
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中先试先行， 建
设成果在全市推广， 创建了北京市唯一一
家经医保批准的中医医养结合服务机
构———新中街健康养老驿站 ； 她热心公
益， 连续4年深入藏区开展义诊咨询活动，
多次获得中国红十字学会 “优秀志愿者”
称号； 她作为领导者， 以建设区域中医医
疗中心为契机 ， 带领全院塑形象 、 强内
涵， 打造独具鼓楼特色的中医药文化。 她
就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院长耿嘉玮， 她
不仅是医院市级重点专科妇科的学术带头
人， 也是专家型院长。 2017年， 耿嘉玮被
评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2019年， 她荣获
“首都劳动奖章”。 2020年， 她荣获 “北京
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1962年出生的耿嘉玮， 师从国医大师
柴松岩。 30余年来， 她致力中医药临床及
教研， 潜心研究卵巢功能早衰引起的相关
疾病， 并形成了独特的治疗方法， 帮助众
多女性从更年期抑郁症的心理阴霾中走
出， 重新健康生活在阳光之下。

2017年， 耿嘉玮担任高血压、 失眠、
医体结合治未病团队队长， 她带领团队充
分利用 “互联网+” 开展 “码上治未病”，

服务百姓5000余人。 此外， 为了让更多的
患者得到医治的机会， 她连续4年深入藏
区， 开展义诊咨询活动； 她每年奔赴河北
崇礼、 宣化， 内蒙古阿尔山等地扶贫， 为
偏远山区、 贫困地区送去医疗服务， 组织
开展义诊咨询数千人次， 教学指导900余
人， 诊治贫困百姓千余人。 她与团队足迹
遍布之处， 不仅为当地百姓医治病症、 解
除病痛， 还为当地医院培养人才， 有效提
升了医学水平。

在医学实践中 ， 耿嘉玮从未放下教
研。 她参与论著及科普书籍10余部， 发表
论文10余篇， 承担或参与国家级、 市级、
区级科研项目20余项。 2019年， 耿嘉玮领
衔的工作室获批第二届东城区知名中医专
家工作室。 此后， 在她的精心指导、 培养
下， 出师两位优秀学术继承人， 为中医药
“守正传承之树喜添新枝”。 鼓楼中医医院
“岐黄治未病” 工作室被评为东城区职工
创新工作室 ， 荣获 “巾帼匠心创新工作
室” 荣誉称号。

多年来， 为了推动鼓楼中医医院不断
发展， 先后和北京医院等建立起4个院级
医联体、 6个专科专病医联体， 推进分级
诊疗。 门急诊服务量从2016年的57万人次

增长到2019年的81万人次。 2019年， 患者
满意度和职工满意度第三方调查， 双获东
城区医疗机构排名第一。

工作中， 耿嘉玮育人才、 重科研， 多
措并举助推医院人才成长和能力提升 。
近年来， 引进优秀人才67人， 培养名老中
医传承人80余人。 她鼓励医务人员申报各
级课题， 2017年至2019年， 鼓楼中医医院
新立项科研课题共32项， 发表学术论文53
篇， 出版各类论著 10余部 。 她率领名老
中医传承工作室专家组成的8支医疗团
队， 分别在东花市、 朝阳门、 体育馆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出诊， 助推社区形成慢病
中医分级诊疗模式， 让更多百姓在家门口
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

与此同时 ， 为社区培养中医骨干人
才， 提升社区医生的中医药服务能力， 耿
嘉玮创建了北京唯一一家中医医养结合服
务机构———新中街健康养老驿站， 牵手辖
区10家养老机构和养老照料中心 ,构建了
中医健康养老服务联合体。

这就是耿嘉玮的故事， 她是治病救人
的白衣天使， 也是培养医学人才的伯乐，
更是新时代中医药科学研究与实践的践行
者。

从2009年开始， 她探索老年健康服务
体系建设 , 在打造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
基础上， 积极探索实践医养新路， 建立了
四种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她率先在全国
提 出 从 老 人 健 康 到 临 终 全 周 期 管理
“六位一体” 连续性医疗服务； 她从住院
医师到放射科主任、 再到院长助理 、 副
院长、 院长， 见证了医院发展的每一个
脚步。 她就是北京市隆福医院院长卢艳
丽。

近年来， 卢艳丽发表学术论文18篇，
主持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项目
5项、 北京市卫计委项目1项、 市级合作项
目2项， 获北京市金桥工程优秀项目二等
奖， 她先后获得 “首都劳动奖章” “优秀
医院管理干部” 等奖项。 2020年， 卢艳丽
荣获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2008年12月， 卢艳丽担任北京市隆福
医院院长。 那时， 医院日门诊量只有200
余人 ， 床位数225张 ， 使用率不到50%。
职工看不到希望， 业务骨干纷纷离职。 如
何走出困境 ？ 如何让医护人员树立起信
心？ “医院要发展， 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重新规划医院定位， 凝聚人心。” 卢艳丽
说。 她带着副院长、 科室主任和业务骨干
们， 利用半年的时间调研走访周边百姓最
真实的诊疗需要是什么、 分析患者就诊中
的痛点是什么。

重抓医疗质量、 优化服务流程、 打造
品牌科室 、 推行优质服务 、 加强科研教
学、 引入绩效考核机制、 提拔年轻干部、
装修门诊大楼、 优化后勤管理， 一系列措
施如雨后春笋一样在医院中崛起， 现代医
院管理模式全面开启 。 在卢艳丽的带领
下， 十几年后， 医院的床位数由251张增
加至480张 ， 日门诊人次增至2000余人 ，
并建立了两个市级重点专科、 1个市级示
范病区、 6个区级重点专科医院。 隆福医
院从二级医院一跃成为三级中西医结合医
院。

多年来， 卢艳丽积极探索老年健康服
务的推广和运用。 她提出， 要建立老人从
健康到临终全部生命周期的模式， 建立起
从老年健康管理、 健康服务、 急诊急救、
医疗康复、 疾病导致失能、 半失能的中长
期照护的服务体系。 在打造老年健康服务

体系的基础上， 卢艳丽积极探索实践医养
结合新路， 逐步建立紧密型医养、 居家型
医养等四种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天通苑院
区、 北苑院区的建立， 为这些模式提供了
条件。 目前， 隆福医院已签约17家养老机
构和8家社区微型养老院， 辐射范围2.6万
人； 对居家养老人群开展入户诊疗、 健康
管理， 年入户服务12000余人次， 实现居
家型医养结合体。

经过多年努力， 隆福医院已成为国内
知名的老年医疗 、 医养结合服务品牌医
院， 在老年健康服务行业享有很高声誉，
先后接待世界卫生组织、 美、 日、 台等专
家学者交流及国家、 省、 市级领导调研50
余次， 先后荣获全国百佳医院、 全国卫生
文化建设先进单位、 北京市卫生系统先进
单位等荣誉。

北京市隆福医院发展之路， 也是卢艳
丽的成长之路。 从最初的举步维艰， 到如
今的硕果累累， 作为一个优秀的医院管理
者， 她为老年医疗健康服务事业的发展呕
心沥血， 把构建老年群体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作为自己终身的奋斗目标。

作为建国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工作中加强中心管理 ， 推动中心加快发
展； 作为中医博士和主任医师， 注重发挥
中医特色， 服务于社区居民……多年来，
熊卫红已经将工作服务的这片区域当成了
自己的第二个 “家”， 这里的居民是服务
对象 、 更是亲人 。 2020年 ， 熊卫红荣获
“北京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

建国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诊初期，
一切从零开始， 缺医少药少设备、 规章制
度不健全、 科室布局不合理、 诊疗流程不
规范、 职工思想需转型、 居民医疗投诉多
等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熊卫红上任后， 从
建章立制、 宣传引导、 规范诊疗入手。 上
任一周， 就相继召开了党政班子会 、 中
层干部会和全体职工大会， 表达了脚踏
实地 、 攻坚克难 、 为民做事的决心和信
心。

如何做好服务？ 怎样获悉辖区企事业
单位及居民的需求？ 熊卫红开始走访社区
和驻街单位。 她先后到市委保健处、 全国
对外友协、 全国妇联、 中国社科院老干部
管理局等单位， 广泛宣传社区卫生服务，
并建立了沟通联系机制。 她通过座谈、 问
卷调查、 宣传栏、 义诊咨询、 健康讲座等
多种形式进行宣传 ， 引导居民在中心建
档、 签约与就诊。

同时， 熊卫红重新规划科室布局， 优
化诊疗流程、 完善规章制度、 规范医疗行
为， 确保服务的专业化、 规范化。 她建立
起绩效考核分配制度， 进行院务公开， 实
现管理透明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2019年12
月，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同仁医院合作开
展“社区照相，同仁诊断”服务项目；与协和
医院合作筹建了“家庭医生工作室”。 几年
来，中心中医诊疗人次逐年呈倍数增长，社

区居民对中医服务需求不断增加。 2019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挂号人次131841
人，较2015年开诊初期增长了1605%。

此外 ， 熊卫红坚持 “送药到家 ” 服
务， 做实做好家医签约服务。 通过 “互联
网+” 技术， 建立 “虚拟药库” 和智能货
架， 实现药品的智能化管理， 依托医药物
流配送， 解决社区居民临床用药需求与中
心药房空间有限的矛盾。 她以家庭医生服
务团队为主体， 为辖区签约家医的高龄老
人、 残障人等提供 “送药到家” 服务。

她还在街道养老机构开设 “家庭医生
医养工作站”， 推动医养结合深度融合发
展。 中心融合社区网格内的志愿者和功能
社区资源， 下沉家庭医生团队到社区老人
身边， 增强居民获得感。

在社区卫生服务的大道上， 熊卫红继
续勇往直前，成为社区居民的“健康卫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