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不分先后）

2023年厦门市
最美医师名单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于修义 张恒远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思明分院
卢海刚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
穆臣会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赵小燕 朱仁敬 谢婷玉

厦门市中医院
金海鹏 廖良忠 刘晓东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纪明开 龙建武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费国强 翁成钊
厦门市海沧医院
陈玲玲 肖琦

厦门市第三医院
纪成意 陈明智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蒋金鑫 李文岗
厦门市第五医院
崔晓洁 李勇胜

四川大学华西厦门医院
郑重

厦门市仙岳医院
胡燕玉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陈海琛 魏玮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邵金铨

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
叶涛

厦门市儿童医院
刘俊刚 朱海涛

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医院
方卫华 栾丽丽
厦门弘爱医院

李娜
厦门弘爱妇产医院

童美和
厦门长庚医院
洪春巧 李天林
厦门莲花医院

杜卫军
厦门大学附属厦门眼科中心

王晓波
厦门市疾控中心

郑蓉蓉
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

李沐盛
● 思明区卫健局

思明区嘉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何菁
思明区鹭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聂蓉
厦门前埔医院 谭青松
思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佳峰

● 湖里区卫健局
湖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聂晓丽
湖里区妇幼保健院 陈春艳
湖里区金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黄清豹
湖里仁军医院 吴靖琦

● 集美区卫健局
集美区杏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湘萍
集美区侨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刘育兴
集美区集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张冬龙

● 海沧区卫健局
海沧区东孚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高有金
海沧区海沧街道石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林钦飞
海沧区妇幼保健院 林振秋

● 同安区卫健局
同安区中医医院 蔡美穗
同安区祥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陈懋祺
同安区五显卫生院 吴德良

● 翔安区卫健局
翔安区大嶝医院 宋书强
翔安区新圩中心卫生院 许成都
翔安区内厝卫生院 洪雄

为表彰先进，弘扬正能量，今年市卫健委评
选60名厦门市“最美医师”，号召全市医师以他们
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扎实工作、履职尽责、团结
协作、精益求精，为推动健康厦门快速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新时代，各项医疗卫生条件
得到极大改善和提升。从“有药
用”到“有良技”、从“看上病”到

“更舒心”、从“看得起病”到“更便
捷”、从“治病”到“健康+”，同时，
人民群众追求更加优越健康环境
的愿望也不断提高，这对医务工
作者提出了更多、更优、更高的服
务标准。在通向全民健康的大道
上，广大医务工作者担子更重，责
任更大。

近年来，我市坚定不移促进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
局，持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整体
水平，满足市民在“家门口”就能
看大病、治难病的心愿。截至目
前，全市已拥有复旦中山厦门医
院、复旦儿科厦门医院、川大华西
厦门医院和北中医东直门医院厦
门医院（厦门市中医院）4个区域
医疗中心促进厦门市医疗事业高
质量发展。全市累计开设47个
名医工作室，联合“双主任制”，柔
性引进国内一流医学人才及其团
队成员达到 500人以上。不久
前，厦大附属中山医院钟南山院
士名医工作室获评福建省高层次
人才团队。

据统计，复旦中山厦门医院

三、四级手术占比超过76%，填
补了厦门乃至全省75项医疗技
术空白（福建首例 19 项，厦门首
例 56 项）；复旦儿科厦门医院引
入总院开展的临床新技术98项，
填补46余项区域空白，其中早产
儿救治、先天性结构畸形微创手
术都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平，成功
救治24周 350g（全国最低出生
体重）超早产儿，23+4周 470g
（全省最低出生胎龄）超早产儿；
厦门市中医院开展新技术新项
目17项，其中埋线技术联合中药
减重疗法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
肝病、HEV-RNA检测联合抗-
HEV IgM检测诊断戊型病毒性
肝炎、复方大黄煎剂灌肠治疗肝
衰竭、超声引导下肾脏错构瘤热
消融等9个项目填补省市空白，
治疗和预防流行性感冒的中药
院内制剂获省药监局批准备案
生产和使用；厦大附属心血管病
医院成立金砖心血管健康创新
中心；川大华西厦门医院神经功
能检测与调控中心正式开始为
抑郁症患者提供精神影像导航
的全智能经颅磁刺激治疗业务，
为广大抑郁症患者增添了一项
先进的临床诊疗服务。

走进新时代，要有新作为，要
树立医务工作者的新形象。面对
新形势，做好新时代医疗救治工
作，“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
强”。全市医务人员积极参加形
式多样的继续教育“充电”，进一
步提高岗位胜任力，更好地服务
于人民健康。

厦门医师团队持续开展学术
交流，推动教育培训工作在总结
以往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继续医学教育项目创新工作，为
行业同仁积极搭建沟通和交流平
台，对提高广大医师临床业务水
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年
我市共申报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
项目46项，省级继教医学教育项
目70项。

市卫健委还积极组织各级各
类科研项目及科技进步奖申报，
去年全系统新获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立项55项。2022年至今，我市
新增3个省级医疗领域重点实验
室、10个市级医疗领域重点实验

室；新获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福建省分中心4家，省级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3家，新增市级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5家；新获批28个省
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厦大
附属中山医院普通外科获批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项目。7家医院15
个学科进入2021年度中国医院学
科科技量值（STEM）全国百强榜
单；6家医院17个学科进入五年
总科技量值（ASTEM）全国百强
榜单，其中6个学科位列福建省第
一。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医疗机
构共获得2022年度厦门市科学技
术奖13项，其中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7项。同
时，厦大附属第一医院王占祥获
评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厦大附
属第一医院徐兵获评科技创新杰
出人才奖。上述各类评选，在厦
门市乃至闽西南地区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积极热烈反响，对营造和
谐医患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就要做
到以人为本、人民健康至上。作为
一名医疗工作者，不仅要有高超的
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更要有一心为
民的情怀。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
之父”的吴孟超说：“我将用一生履
行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的承
诺。”他一直坚守承诺，把全心全意
服务患者、服务群众当作自己的人
生追求。全市5万多名医务人员
同样在履行医者誓言，践行初心使
命，将医疗技术源源不断地送到基
层及偏远地区。因为他们深知，

“我们需要为全市人民的健康无悔
坚守，全力守护公众健康”。

多年来，市卫健委及各大医疗
机构采取多方联动，聚焦基层的模
式开展精准科普义诊活动，于糖尿
病日、高血压病日、睡眠日、疼痛病
日、肾脏病日、世界骨质疏松日、戒
烟日、中国医师节等医学纪念日开
展广场科普义诊和社区基层义诊
活动，促进全民卫生健康素质提
升。

紧急施救，诠释医者仁心。7
月30日，一名中年男子打羽毛球
时突然倒地，心跳一度停止，情况
十分危急。厦大附属中山医院3
位医生正好在现场，他们立即进行
心肺复苏和除颤处理，并将患者送

入厦大附属中山医院抢救，目前患
者已脱离危险。不久前在集美，也
上演了一场生死营救大接力，一名
中年男子突发心脏骤停倒地，路人
发现后拨打120电话求助。危急
情况下，120调度员远程指导心肺
复苏，最终在热心市民和120急救
人员的接力急救下，患者成功脱离
生命危险。

除此之外，我市还有一批医
务人员不远万里踏上逐梦西北的
援疆之路。他们精神焕发、斗志
昂扬，将我市先进的医疗技术送
到新疆吉木萨尔县。累计接诊病
人近万人次，开展手术千余台。
三年来，第八批17名厦门援疆医
生积极发挥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
的奉献精神，援疆成果同样喜
人。他们建立“团队带团队”“专
家带骨干”“师傅带徒弟”等人才
培养机制，极大提升了当地医务
人员业务水平。在他们的助力
下，该县成立了厦门援疆急危重
症多学科合作诊疗平台，建成了
厦门援疆临床技能培训基地。同
时，厦门援疆医生还帮助吉木萨
尔县中医院筹建肿瘤学科，建立
了肿瘤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规范化
操作流程，填补了吉木萨尔肿瘤
科规范化诊疗的空白。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近年
来，市卫健委多次组织医师团队参
与多种类技能比拼，营造“比、学、
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今年3月，福建省中医师中药
传统技能大赛在泉州举行，厦门市
卫健委代表队获一等奖，团体总分
第一；厦门市中医院队取得团体三
等奖；黄婷婷获个人中药处方审核
第一名、省金牌工匠荣誉称号；厦
门医学院向云亚老师获优秀指导
老师，充分展示了我市中医人的技
艺能力和水平，对推动中医药事业
传承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5月，市卫健委代表队在
“2023年全省重症救治技能竞赛
决赛”中，以出色的成绩战胜其他
地市，摘得团体第一名。纪成意主
治医师获得个人三等奖，黄菊花主
管护师获得个人二等奖，郑瑞副主
任护师、蔡小芹主管护师、黄菁主
管护师均获得个人三等奖。据悉，

本次赛事共有来自福建九地市及
平潭共10支代表队参赛，市卫健
委从全市797名医护中层层选拔
出17人(医生6人护士11人，涵盖
8 家医院 4 个专科)作为厦门队出
赛，经过个人技能、个人理论、团体
实操等环节，取得优异成绩。此次
比赛对同质化推广重症救治技能，
提高我市医护人员重症救治整体
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为进一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纲要》提出的“普及健康教
育，实施国民健康行动计划”，今
年，市卫健委首尝创新，成功申报
厦门市第二十九届职工技能竞赛
A类比赛项目，顺利举办“厦门市第
二届金牌健康教育讲师技能大赛”，
调动各方积极性和主动性，比赛共
吸引了40个独立法人单位125 名
选手报名，通过专家评选、理论考试
和实操，最终选拔出10组获奖选手。

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百姓家门口就医便捷高效

推动医学科技进步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开展技能比拼
锤炼队伍选拔人才

坚持送医到基层
全力守护公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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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策 划 姚冠华 蔡廷谦 许若鲲 林进春

■ 执行策划 张从云 廖慧娟 王耀杰

■ 执行主编 陈 璇 杜晓蕾

■ 采访统筹 楚 燕 刘 蓉

■ 版式统筹 王晓峰

厦门市卫健委 T01/T16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T02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T03

厦门市中医院 T04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T05

陆军第七十三集团军医院 T06

厦门市第三医院 T07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 T08

厦门市仙岳医院 T08

厦门医学院附属海沧医院 T09

厦门市康复医院 T09

复旦儿科厦门医院
（厦门市儿童医院） T10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T11

厦门市第五医院 T12

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 T13

厦门市中心血站 T14

厦门莲花医院 T14

国宇健康管理中心 T15

◉特邀协办

厦门市卫健委 厦门日报社
联合策划

第6个中国医师节特别策划

他们托举过满怀希望的新生，抗争过无情病魔的
侵袭；他们帮助患者筑起健康屏障，让无数个

生命闪闪发光。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医生。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为之不惜一切代价，他们是
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推进健康厦门高质量发
展，打造健康之城的进程中，我市5万多医务工作者
不忘初心、踔厉奋发，建功新时代。

文/本报记者 陈莼 通讯员 张从云 陈艳丰
图/市卫健委 提供

截 至
2022 年 底 ，
全市卫生人
员 总 数 达

52997 人，
比上年增加
2933 人。卫
生技术人员

42796 人，
同 比 增 加

2194 人 ；
执业（助理）

医师 17562
人，同比增
加 708 人，其
中执业医师

16452 人，
同 比 增 加
740 人；药师
（ 士 ）2244
人，同比增加
78 人; 技 师
（ 士 ）2750
人，同比增加
286 人 。
2022 年全市
每千人口拥
有卫生技术
人员8.06人、
执业（助理）
医师3.31人、
注 册 护 士
3.54人，分别
比上年增加
0.37、 0.12、
0.17。

数 字

打造健康之城 铸就时代新功
致敬厦门医师

勇担使命

健康所系
生命相托

一刻不敢懈怠
妙手仁心

救死扶伤
践行一生誓言

医路向前

铸就时代新功

复旦儿科厦门医院（厦门市儿童医院）科教部对实习医
师开展形成性评价。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援疆医生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中医院内一科开展床边心脏彩超教学。

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心外科专家“一对一”为年轻学员
进行停跳搭桥和不停跳搭桥的技术要点指导。

厦门市中医院针灸二区医生为外国友人施针。

7月初，2023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交流会暨中山医学管理论坛、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建院95
周年学术大会举行。

20232023年年66月月，，““厦门市第二届金牌健康教育讲师技能大赛厦门市第二届金牌健康教育讲师技能大赛””举行举行。。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务人员在福建省糖尿病转化
医学重点实验室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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