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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
　　本报通讯员 陶琳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新区的医疗
机构实行“一患一陪护”的管理规定，
通过发放陪护证对相关人员进行管
理。但原本发放的纸质陪护证存在易
丢失、易损毁、信息滞后的问题，为医
院病房管理工作带来困难。为进一步
加强疫情防控期间住院患者陪护管理
工作，西海岸医疗健康发展集团利用
智能化、信息化手段研发出“康鸿医护
电子陪护证”平台。近日，西海岸医疗
健康发展集团为新区8家医疗机构的
92个科室及病区进行线上培训。
　　此次参与培训的8家医疗机构有
区人民医院、区区立医院、区中医医
院、区妇幼保健院、区第二中医医院、
区第六人民医院、青岛大学医疗集团
慧康医院、青岛爱尔眼科医院。
　　“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医学模式
的不断转变，患者对于院内陪护的要
求更加多元化，为满足不同层次的患
者需求，同时维护医院的正常诊疗秩
序，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陪护管理制
度是必然之势。”西海岸医疗健康发展
集团副总经理刘鹏说：“‘电子陪护证’
推出后，陪护家属只需手机关注‘康鸿
医护’微信公众号，在首页找到‘电子
陪护证’，点击‘立即申请’就可以根据
指引填写基本信息，仅需一分钟即可
申领到电子陪护证。在陪护病患办理
出院后，陪护证会自动失效。”
　　西海岸医疗健康发展集团信息化
建设负责人王修江说：“‘电子陪护证’
的上线，实现了群众‘零跑腿’。同时，
有助于提高陪护管理的安全性、高效
性和便捷性，大幅提升常态化疫情防
控实效。”
　　“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我们严格
实行‘一患一陪护’管理规定。”区立医
院护理部主任王召霞说，通过发放陪
护证对相关人员进行管理。住院患者
除固定一位陪护外，其他人员不得到
病房探视，病房门岗人员通过核查纸
质陪护证对陪护人员进行管理。但纸
质陪护证办理过程烦琐，管理追踪较
难，使用起来也多有不便。“电子陪护
证”在解决了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实现
了陪护证、身份证、健康码、核酸检测
证明“多证合一”，提高了医院陪护管
理效率，便于集约化监管，加强了对院
内陪护人员的无纸化、智慧化管理。
　　“您可以扫描二维码进行注册，输
入基本信息后即可领取‘电子陪护
证’。”区立医院普外科副护士长刘静
文正在指导刚刚为父亲办理入院的李
女士领取“电子陪护证”，“‘电子陪护
证’申请方法简单，使用便利，让我们
陪护家属感觉到很方便。”李女士说。
　　据了解，康鸿医护“电子陪护证”自
2021年11月试运行至今，覆盖了新区9家
医疗机构的113个科室及病区，用户注册
3813次，陪护人员出入登记7030次。

医线传真

办个“电子陪护证”
安全陪护更便捷

  想病患所想，急病患所急，已响了3年的区中医医院门诊服
务小灵通热线将健康和大爱播撒西海岸———

  殷雪华来到门诊部已经3年，经
过3年的宣传与实践，门诊小灵通已
经 成 为 区 中 医 医 院 一 块“金 字 招
牌”，不光能够解决患者在医院遇到
的问题，就诊不便患者的生活起居
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
　　家住黄岛社区的孤寡老人庄先
生就是一名小灵通热线的受益者。

当时因高血压来到区中医医院就诊，
诊室护士见老人没有家属陪伴，便拨
打了小灵通热线。殷雪华在“陪诊”
过程中了解到老人的子女均不在身
边，老伴也于多年前去世，她便将老
人的姓名、家庭住址、患有的疾病等
信息记了下来，将其纳入莲子心志愿
服务团队服务名单中。
　　从那以后，殷雪华时常利用自
己的休息时间到庄先生家，帮他洗
衣服、打扫卫生，测量血压、血糖，调
整用药。“她比我儿子还细心，像闺

女一样，邻里乡亲都夸俺这‘闺女’
好。”庄先生笑着说。
　　“多年来，我们通过小灵通热线
摸排积累了不少辖区内孤寡老人的
信息。周末、节假日我会带领莲子
心志愿服务团队的工作人员去给老
人们做家务。”殷雪华说。
　　近年来，区中医医院秉承中医
内涵，用真心、耐心、细心为就诊患
者提供温馨服务，努力做到“想病人
所想，急病人所急”，将健康和大爱
播撒西海岸。

暖患者心田>>小灵通服务延伸到家

  “产 房 怎 么 走 ？ 我 媳 妇 要 生
了！”早晨6点半，区中医医院门诊
部主任殷雪华刚刚抵达单位换好隔
离 衣 ，衣 兜 里 的 小 灵 通 便 响 了 起
来，她推上平床就往产妇所在位置
跑。“通知产房做好准备，家属拿上
医保卡跟护士走，产检单子给我。
宝 妈 ，控 制 好 呼 吸 ，我 送 你 去 产
房。”殷雪华抵达现场后有条不紊
地指挥着。殷雪华将产妇交给产房
医务人员并做好交接后，回到门诊
大厅，望着已经大亮的天空，“新的
一天开始了。”
　　“您好，我们马上到门诊楼了，
有行动不便的老人，能出来接一下

吗？”殷雪华口袋中的小灵通再次响
了起来。殷雪华接到电话后，用对
讲机通知一楼导医推着轮椅到门诊
楼入口等待，她立即动身前往。殷
雪华一路引导着病人及家属通过无
障碍通道挂号、就诊，最后用轮椅将
老人送至停车场。“谢谢你，嫚儿！”
老人临走前握着殷雪华的手说，“现
在医院的服务真是太好了！”
　　患者及家属在医院内遇到了问
题能拨打小灵通，在医院外同样也
能拨打小灵通寻求帮助。
　　殷雪华从停车场回到门诊大
厅，还未进门，就接到了一通来自机
场的电话。原来，拨打者是一位年

轻小伙，曾在区中医医院进行核酸
检测，坐飞机需要出具核酸检测报
告，由于手机丢失无法查看报告，眼
看值机马上就要结束，他想起了在
医院见到的小灵通热线。最后，殷
雪华添加了该男子同行朋友的微
信，将检测结果拍照发了过去，帮助
他顺利登机。“后来这小伙子还特地
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殷雪华笑着
说，“他的一句谢谢是对我工作的莫
大鼓励。”
　　上午11点，殷雪华回到办公室，
喝上了当天的第一口水。“患者的笑
脸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支持。”殷
雪华说。

解急难愁盼>>提升门诊服务水平

  中午12点，正在吃饭的殷雪华
又 接 到 了 一 通 小 灵 通 求 助 电 话。

“殷大夫，我母亲正在住院，父亲也
病 倒 了 ，我 一 个 人 实 在 是 没 办 法
了，能麻烦您帮忙带我父亲看一下
门诊吗？”殷雪华听着话筒内传出
家属焦急的声音，她柔声安慰道：

“到医院了吗？我马上去一楼接老
人，准备好老人的医保卡和病历。”
殷雪华说着便放下手中的筷子，疾
步 往 一 楼 走 去 。 挂 号 、缴 费 、检
查……殷雪华以“陪诊家属”的身
份为病患忙碌着，老人儿子来接老
人的时候，给殷雪华深深地鞠了一
躬，哽咽地说：“谢谢。”
　　当说起为何选择拨打小灵通热
线时，老人儿子说：“最开始拨打小
灵通热线，我也很忐忑，觉得这个不

情之请实在是难以开口，但是两位
老 人 都 要 照 顾 ，我 实 在 是 分 身 乏
术。”在看到区中医医院门诊楼随处
张贴的“24小时门诊服务小灵通”的
标牌时，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
了电话。
　　“最开始小灵通只用于门诊回
访，我来到门诊部以后，考虑到小灵
通号码简短好记，同时也为了更好
地服务就诊患者，提升患者的满意
度，就把小灵通号码作为门诊服务
热线张贴在整个门诊楼，并将小灵
通随身携带，24小时开机。”殷雪华
说，不仅仅是就医问题可以拨打小
灵通，遇到的任何医学问题都可以
通过拨打小灵通解决。
　　15点帮忙照看产妇；17点帮忙
寻找钥匙；19点询问病历丢失怎么

办；凌晨3点询问核酸报告打印时
间……殷雪华的记录本上详细记录
着小灵通一天接到的问题与反馈。

“每周我们门诊部都会对通过小灵
通热线寻求帮助的市民进行回访，
询问他们的困难是否得到解决，是
否满意我们的服务。”记录本上的每
一字每一句都记录着区中医医院门
诊 部 为 提 高 患 者 满 意 度 做 出 的
努力。
　　殷雪华说：“小灵通不仅仅是就
诊患者解决问题的一个渠道，也是
我们提升服务品质的一个途径。”通
过统计患者及家属拨打小灵通热线
寻求的帮助和反映的问题，她们创
新推出了“无家属陪护病患就诊”

“接力陪诊”“老年人无障碍就医”等
多种服务。

想群众所想>>让群众就医更舒心

  □本报记者 陈蔚
　　
  小灵通是21世纪初流行的
一种通讯工具，但目前已踪迹难
寻，然而在西海岸新区中医医院，
仍有这样一部“小灵通”：24小时
开机，患者及家属遇到任何就医
或医疗照护问题都可以拨打它，
获得专业帮助。它架起了医生和
患者沟通的桥梁，提升了患者就
医满意度，它就是区中医医院开
设的门诊服务小灵通热线。

  行动不便的老人紧紧握住殷
雪华的手表示感谢。

一部小灵通，架起医患连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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