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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各界勉励：排头兵，名副其实
中心干群寄语：再出发，以奔跑的姿态
今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前夕，

为进一步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徐健康、
赵庆文、崔中芹、田少利等市精神卫生中心专家组
成“践行群众路线，真诚服务为民”义诊团队，驱车
3 个多小时到我市偏远山区洛宁县上戈镇上戈村
开展义诊活动，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欢迎和一致
好评。

作为豫西地区有名的专科医院，市精神卫生中
心还肩负着疾病控制、危机干预等公益性社会责任
和传播健康知识、心理咨询、危机干预等公益性职
能。

2012 年以来，该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培养全科医
生的号召，率先对偃师、孟津、宜阳、新安等县（市）区
1800 余名乡村医生进行重性精神疾病的诊治与治
疗培训；组织医疗专家走进乡村、社区为群众义诊、
讲授精神疾病防治等；先后对辖区 5500 例重性精神
病人进行了调查会诊、建档考评及分类管理，使患者
规范管理率达到 98％以上；抽调专家和医务人员
720 人次，完成对 8000 例病人的调查和 1 万人次的
复核诊断。

为了丰富广大农民的业余文化生活，该中心组建
了数字电影放映队，常年深入乡村免费为群众放映经
典优秀影片，同时，传播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防治知
识，受到热烈欢迎。

该中心积极承办了“2012河南省心理卫生协会第
十届学术会议”“2014全国康复护理论坛暨精神卫生
护理专业学术会议”等活动，为全市基层医务工作者搭
建平台，实现与专家面对面交流，促进我市精神卫生事
业发展。

5 年来，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先后荣获省群众
满意的医疗机构、省十佳专科医院、“十一五”行风
建设先进单位、省档案管理先进单位、市四星级鉴
定机构等称号，并被确定为郑铁职工定点医院、市
职工心理测试基地、市涉案精神病人委托管理机构
和省政府指定的豫西地区唯一一家精神医学鉴定
机构等。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曲杰到该中心看望住院患
者和医护人员时说，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近 5 年来，
新一届领导班子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内外兼修、埋
头苦干，让该中心得到了飞速发展，床位实现“倍
增”，效益实现翻番，在全省精神卫生临床科研机构
中独树一帜；该中心白衣天使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
精神令人动容。

副市长王敬林到该中心调研后评价道：市精神
卫生中心坚持“以改革为动力，以患者为中心，以提
高医疗服务为主题，以患者满意为目标”的宗旨，以

“关爱患者、呵护患者、理解患者”为使命，医护人员
给精神病患者更多的关爱、更多的帮助、更多的理
解、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信任，展示了精神科医护人
员的风采与特色，在河南省精神卫生临床科研机构
中独树一帜，是洛阳市医疗卫生系统名副其实的排
头兵。

面对社会各界的肯定，徐健康很清醒。他说，精神
卫生面对的是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只有更新管理理念
和探索新的管理模式，才能闯出新路子，才能实现跨越
式发展。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当问起徐健
康未来的打算时，他表示：“我们实现了5年工作目标，
形势催人奋进，今后的工作将更加繁重，我们将在全市
医改的整体框架下，力争经过 3 至 5 年的努力，实现

“扩功能、增内涵、强人才、树品牌”的梦想，真正将洛阳
市精神卫生中心打造成技术精湛、服务优良、设备先
进、管理规范、环境友好，具有国内示范水平的现代精
神专科医院。”

站在新起点上，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员工在徐健康、
凌延昭等班子团队的带领下，正以奔跑的姿态迎接新
跨越、新发展……
本报记者 李永高 通讯员 高亚丽 赵庆文/文 薇薇/图

5年来，住院患者增长637%、医疗收入增长821%、职工平均工资翻了4.75倍

栉风沐雨铸辉煌 精彩蝶变谱华章
——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5年跨越发展回眸

这家“年过不惑”的老牌精神病专科医院，“萎靡不振”长达20年。近5年来，
奇迹般勃兴：住院患者由1020人次猛增到7521人次，增长637%；医疗收入由590
万元飙升至8000多万元，增长821%；职工总数由259人增至520人，平均工资增
长4.75倍，市领导称其为全市“医疗卫生系统名副其实的排头兵”；其医疗康复模
式引得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专家前来探访……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这番

“蝶变”被称为“跨栏速度”，这也标志着该中心以徐健康为首的领导班子定下的
“一年打基础，两年巩固提高，三年上新台阶，五年创精神卫生专科一流”发展目
标顺利实现，向领导、员工和全市人民交上了一份精彩答卷！

细细品读，上述数字背后是巨大的心血和汗水付出。“一年打基础”，打什么
样的基础？“三年上新台阶”，这个台阶有多高？“五年创一流”，怎样才算一流？让
我们回望2009年以来的近2000个日日夜夜吧。

核心提示

领导班子有决心：打赢翻身仗，必须的
医院职工有底气：在这里工作，很自豪
日前，获得河南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的66部作品公布，我市有两部作品入选，市精神
卫生中心拍摄的《心灵解码》，再次为洛阳夺得殊荣。

故事片《心灵解码》是以市精神卫生中心医护人员
真实事迹为原型拍摄的。在洛首映时，国家卫生计生
委领导希望全国各地以河南为榜样，为精神卫生事业的
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舆论支持。市委副书记、
市长李柳身指出，《心灵解码》既是我国首部反映精神卫
生领域工作的故事片，也是《精神卫生法》的献礼片。

“精神卫生不仅是疾病防治与公众健康问题，也是
实现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
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健康说：“在精神卫生中心最高
兴的事就是看到患者重新寻回精彩人生，病人家属重
新绽放幸福笑靥……”

倘若不查阅相关资料您很难相信，这家已过“不惑
之年”的医院曾经历的发展困惑：始建于1972年、前身
为洛阳地区精神病医院，是我省第一家地市级精神病
专科医院。经历20世纪80年代短暂辉煌之后，便跌入
长达20年的发展“低谷”，一度连工资都发不下来……

在该中心官方微博，您会读到一篇写于2010年2月
26日的博文：2009年对我中心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
是建院以来发展最快的一年。过去认为在精神病院做
护士丢人，不愿向亲朋好友提起……而今我中心“一年
打基础”的任务已圆满完成。……面对亲朋好友，勇敢
地对他们说：作为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一名护士，我
骄傲！我自豪！

该中心精神九科主任刘法海回忆，医院的家属楼
是20世纪70年代的老式红瓦房子，共有13排，每三四
排中间有一个公用水龙头，冬天洗衣洗菜很受症，夏天
在烈日下的滋味更是不好受。那时，家属区和病房区
没有分开，小猫小狗满院子跑。雨雪天，屋外大下，屋
里小下，最冷时，鸡蛋里面都冻成了冰碴子。冬天没有
暖气，职工只能靠煤炉取暖，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
倒腾炉子生火，然后围定火炉翻报纸、瞎聊或者串岗。
因工资发不下来，有门路的医生都想办法调走或者下
海自己干了。

“原来的食堂和门诊楼、病房楼基本上都是20世
纪50年代盖的‘趴趴房’，老鼠满屋窜，做好的饭菜人
没吃，老鼠先‘品尝’，苍蝇、蚊子随处盘旋，打开屋门，
蒸馍上蝇子黑乎乎一片。站在改建后的食堂前，该中
心伙食科科长张永利的讲述让人听得心酸。

“当时面临困难的确不少：家底薄，尤其是硬件设
施欠账较多，严重制约发展。不过，从军营中走出来的
我，必须打赢这场硬仗！”2008年12月，临危受命的徐
健康，一跨进市精神卫生中心大门就暗下决心并给全
院职工表了个态：在一年之内，让职工都能拿到全工
资。同时做出保证，他和医院共进退，就在这里干到退
休，决不会提前调离，请大家相信他。

对于当时的市精神卫生中心来说，打赢这场没有
硝烟的攻坚战有多难、多苦，只有亲历者和了解的人心
里最清楚。徐健康到了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之后，从
没想过成功，想的都是失败，他觉得想失败就会有危机
感，有危机感就会不断向前。

在深入调研、认真分析后，“班长”徐健康、党委书
记凌延昭等新一届领导班子，定下“一年打基础，两年
巩固提高，三年上新台阶，五年创精神卫生专科一流”
的发展目标。

不到半年，“一年内保证让职工领到全额工资”的
承诺提前兑现，几次都想辞职的张永利感觉“日子有了
奔头”。

2009 年，全年门诊就医人次比上年同比增长
75%；住院人次同比增长106%；床位使用率、单日住院
人数、月收住病人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2010年，全年门诊就医和住院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2.5%、52.9%，其中，外埠病人同比增长229%。

2011年，优质护理示范病区覆盖率达87.5%。
2012年，门诊楼、病房楼、医技楼等改扩建及装修

完成，该中心医疗用房面积达2.6万平方米，开放床位
增至1500张，同时，该中心没有高档病房的历史宣告
结束。

一年一大步，步步都坚实！

医院职工很用心：用真诚换信任
患者家属很放心：医护人员比

我们照顾得好
园林景观式的庭院、居民社区化

的设施、居家贴心般的服务……“内
抓管理、外树形象、质量强院、服务兴
院”，以实力求生存，凭技术去竞争，
靠服务树形象。经过5年的建设，市
精神卫生中心已成为现代化的精神
卫生康复中心、广大精神病患者康复
的好去处、理解和尊重精神病患者的
温馨家园，引得国内外精神病专科医
院关注并实地参观取经。

第一次走进市精神卫生中心的
人大概都会有些诧异：绿树红花间，
曲径通幽处，人们或悠闲踱着步子，
或闭目享受着阳光、清风的抚摩，或
聚在一起下棋、挥毫……如果没有
导医标识牌和穿梭其间的护理人
员，很难想象到这里是医院。

“就医环境既是一个直观形象，
也是服务内容！”徐健康说，适合自
己的才是最好的。好的医疗环境既
能让患者感到这里是治疗和康复的
理想地，又让职工感到温暖并心情
舒畅，也有利于增强医院发展后
劲。“过目不忘、周边一流”的园林式
医院的目标已经实现。

5 年来，在“科技创新、人才兴
院、专科发展”方针的指引下，该中
心走出了一条“以人才为依托”，抓

内涵建设、塑外部形象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目前，在市精神卫生中心职工
中，市级优秀专家 13 人、研究生 31
人，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120余名。

这里的医护人员，每个人的背
后都有很多感人故事，他们要比其
他医院的同行付出更多。“金杯银杯
不如百姓口碑！”走近这个群体，会
感受到爱心散发出来的炽热温度。

在该中心，徐健康“两掀门帘”
被传为美谈。

一天下午，徐健康走到病房楼
口时，看见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便
快步上前，帮老人掀起门帘，搀着老
人走进病房楼，快到病房门口时，他
又快步上前掀起了门帘……

洛宁县的韦花容（化名），患精神
分裂症已有30余年，并伴有糖尿病、
大小便失禁，犯病时先后自杀数十
次。“母亲因大小便失禁，经常拉到
裤裆里，入院后，我到病区探视，看到
医护人员不嫌脏、不怕累地为她清
理。”韦花容的女儿噙着泪说。

十病区治疗室护士徐柯柯，27
岁，曾荣获“洛阳市优秀志愿者”、“五
星志愿者”称号。对于精神病患者的
护理，徐柯柯的经验是：首先要获得患
者信任。“所有的患者都很敏感，他能
从一个眼神中感受出你是否真诚。”

偃师市的裴巧珍（化名）近日痊
愈出院，其家人惊讶地发现住院账

户上多出了500元！
原来，裴巧珍入院时，其家人找

到主治医生连俊红，硬塞给其500元
红包。“对于患者家属送的红包能推
就推，实在推不了的话，就存到患者
的住院费里，这样做也是对得起自
己的良心。”连俊红说。

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至今，该
中心就为贫困患者减免治疗费用近
千万元，每年要为“无主患者”垫付
超过50万元的治疗费用。

“单用药物治疗并不能解决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心理问题。”徐健康
说，经过科学论证和学术考察，设计
出“大病区、小社会、多功能、利康
复”的医疗康复模式。

在这种新的医疗模式里，医护人
员既是医疗指导者也是参与者，按照
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行为治疗、康复
训练“四位一体”，把病区作为社会单
元对患者进行角色分工，从生活起居
出发，依照作息时间，开展各种医疗康
复活动，特别是开展特定的生活技能
训练，包括书法、美术、刺绣、编织等。
以开放式的社会化组织单元，帮助患
者“回归生活”“回归社会”。

目前，这种全新的、具有独特专
科特色的医疗康复模式，不仅受到
患者及家属的好评和欢迎，而且成
为国家 686 项目推广的新社区康复
模式的主要内容。

“打基础”“创一流”
三五年太久，只争朝夕

“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他们

迎接新跨越
“会当水击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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