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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圣娇

1 月 11 日上午在聊城市人民医院
住院，下午做了甲状腺手术，1 月 13 日
出院回家，这是市民吴晨（化名）过去几
天的经历。

住院、实施手术的流程如此顺畅，
出院时，吴晨大感意外：“住院前，我了
解了该院的预住院制度，医生让我先做
检查，有床位就通知我。如今住院真是
省事又省钱。”

“住院难”“住院贵”，影响着就医
体验。对患者来说，人等床位和住进
医院、检查后等手术的情况，既浪费时
间、浪费钱，也给家人陪护带来不便。
而且如果大量等待手术的患者占用了
床位，其他患者就“一床难求”。为解
决这一问题，2019 年 5 月，聊城市人民
医院向聊城市医保局提交了《第一批
预住院管理模式病种》申请。同年 8

月，聊城市医保局经过调查研究，将聊
城市人民医院作为试点，下发《关于对
部分病种纳入预住院管理的批复》（聊
医保价〔2019〕46号），将普外科、妇科、
骨科的92个病种纳入“预住院”服务模
式管理，其中的 90 个病种，患者可在 7
天内住院；2个病种，患者可在5天内住
院。参保患者 7 天内产生的入院检查
费和必要的专科检查费用纳入住院费
用中。《关于对部分病种纳入预住院管
理的批复》为预住院管理模式的实施
提供了政策保障。

预住院管理模式实施后，病情相
对稳定、需要住院治疗的非急诊患者
在自愿的前提下，医院可为其提供“一
站式”预约住院登记服务，患者先进行
常规入院检查和必要的专科检查。此
模式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间，提高了
病床使用率，使优质医疗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有效解决了因床位紧张、医疗

费用增加而给患者带来的住院难、看
病贵问题。

为保障预住院制度有效落实，聊城
市人民医院制定了一套完善而清晰的
流程。患者就诊时，临床医师评估患者
的病情，如符合预住院条件，则与患者
沟通，安排其预住院。患者持医师开具
的预住院凭证和检查检验通知单到预
住院中心，工作人员“一对一”帮患者完
成床位预约、检查预约、入院前宣教等
工作，此时医院的信息系统已接收到患
者的信息。待患者完成检查、病房有空
床位后，预住院中心为患者开通绿色通
道，安排专人引导其办理住院手续、汇
总检验检查结果，保证患者在入院当天
或次日完成手术。患者住院前，临床医
师也会积极与其沟通，了解其病情变
化，监控术前各项身体指标，并提醒患
者做好术前准备工作。

预住院管理模式带来的便利是多

方面的。对患者来说，可以心态平稳地
完成各项检查，有利于术后恢复，也降
低了住院成本；对病区来说，不必再加
床，环境更加整洁；对医护人员来说，收
治患者可以更加有条不紊。

预住院管理模式是聊城市医保
局近年来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体现
了该局从“有利于管理”向“群众就医
便利”工作理念的转变。该局利用线
上线下多种方式宣传预住院管理模
式，推动该模式持续优化、升级，方便
更多群众。预住院管理模式作为医
保改革成功经验在全省范围内被推
广运用。

据统计，聊城市人民医院预住院中
心已为15万余人次提供预住院服务，术
前等待时间平均减少 2.9 天；患者住院
花费累计减少 2.2 亿余元，节约医保资
金3075万余元。

术前等待时间平均减少2.9天
——我市预住院管理模式提升患者满意度

医者说

年轻人下班之后都去哪？有人选择
叫上几位好友聚餐，有人选择独自“窝”在
家中享受个人时光，也有人选择逛街与购
物……如今，多地的多家中医院开设了推
拿科夜门诊，一部分“佛系”年轻人将在推
拿科夜门诊“组团”按摩当成下班后的新
选择。面对这一现象，记者专访浙江省中
医院推拿科副主任中医师钮铭，了解推拿
科夜门诊何以“走俏”？什么样的患者需
要在该门诊就诊？日常在家如何自行缓
解身体某些部位的轻微酸痛？

专为“上班族”服务

“上班族”因长时间伏案工作导致颈
肩疼痛，该如何治疗？白天上班没时间，
但确实有治疗需求该怎么办？或许一个
在夜间开设的推拿科门诊可以解决这些
问题。

记者了解到，为了方便确实有治疗需
求，但是白天没有时间的“上班族”，成都、

青岛、南京、扬州、杭州等地的多家中医院
专门针对“上班族”开设了推拿科夜门诊，
位于杭州的浙江省中医院以及杭州市中
医院的推拿科夜门诊更是出现了“一号难
求”的火爆现象。

浙江省中医院从2022年11月开始设
置推拿科夜门诊，该门诊在工作日开设，
主要包含推拿科、针灸科和中医内科三个
科室，每天开设的时间段是下午4点半至
晚上8点。

“推拿科夜门诊主要提供推拿、理疗、
针刺、牵引等一系列医疗服务。”钮铭说，

“如今手机、电脑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再加
上久坐不活动，不管是成人还是小孩，颈
肩、腰椎问题都是最常见的，发病率也比
较高，所以推拿科夜门诊主要对出现这类
症状的人群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治疗。”

按需就诊很关键

如今，不少人将前往推拿科按摩看

作一项“佛系”的休闲活动，年轻人当
中 也 流 行 起 了 一 波“ 推 拿 热 ”。 实 际
上，许多人选择按摩或许仅仅是出于
体验和放松的目的，其病情并未达到
需要就诊的程度，跟风就医反而会占
据有限的医疗资源。因此，呼吁、引导
民众理性看待“推拿热”，按照实际需
求就诊对于医疗资源的有效运用极为
关键。

据悉，浙江省中医院推拿科夜门诊
每月接诊量在 2000 人次左右，平均每天
接诊 100 人次。“号源非常紧张，有时候
下周三的号都要在这周三之前预约，否
则就有可能抢不到。”患者钱丽丽说，

“白天要上班，夜门诊其实是我们这些
‘上班族’唯一的选择。”

对此，钮铭表示，推拿科夜门诊每晚
都会有 6 至 7 位中医师值班，但平均 100
人次的接诊量还是相对较大的。“如果是
单纯想放松，就没必要占据有限的医疗
资源，因为推拿科夜门诊设立的初衷，就

是帮助确实需要治疗的人群，大家应合
理、有效地运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医疗
资源。”

“如果休息一夜或者稍微活动就能
够缓解颈肩疼痛，那就无须就诊，但如
果出现了持续性的疼痛，并伴有手麻、
手臂酸胀，甚至出现胸闷、恶心、呕吐
等症状，那就需要引起高度重视，需及
时前往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再通过具
体的检查，决定是否需要治疗、该如何
治疗。”钮铭说。

另外，对于症状并不严重的人群，钮
铭表示，自行缓解疼痛的方法有很多，但
不建议大家自己进行推拿和穴位按摩，
不专业的手法反而会对身体有害。“保持
锻炼其实就是预防颈肩疼痛、缓解身体
不适的最好方式，比较好的方法是做一
些扩胸运动，可以缓解、放松颈肩部的肌
群，达到治疗的目的。”钮铭说。

据中国新闻网

中医院推拿科夜门诊“走俏”理性按需就诊很关键

□ 王贝贝

中医养生讲究顺应自然，即顺应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
律。

冬季养生要顺应万物闭藏的规
律。“藏”，是指此时要多休息，好好
地涵养身心。养藏之道，于起居方
面，表现为早睡晚起、不熬夜，保证
充足的睡眠。睡眠是潜藏阳气最好的
方法。于精神情志方面，要精神内
守，不突出，不张扬，含蓄内敛，保
持自在平和的心态。

“去寒就温”，首先要注意防寒保
暖。老年人或者阳气虚怕冷的人更要

多穿一点，出门建议戴帽子，穿棉
袜、棉鞋。要重点保护好头颈部、腰
背部和足部。头部为“诸阳之会”，
风寒入侵人体，头颈部最先受到影
响，而头颈部受寒则会伤及阳气。可
以经常按摩头颈部的风池、风府、太
阳穴等穴位进行保健。俗话说“寒从
脚起”，足部接触地面，且离心脏最
远，供血相对不足。做好足部的保
暖，可以保证回心血量，从而实现

“脚暖浑身都暖”。
“ 去 寒 就 温 ”， 其 次 要 注 意 调

节饮食。不要吃过度寒凉的食物，
要多吃滋阴、温阳补气的食物，如
鸡肉、牛肉、羊肉、银耳、桂圆、

大枣、桂皮等。中医认为，黑色入
肾，还可以多吃一些黑色食物，如
黑豆、黑芝麻、黑米、桑葚等。民
间有“冬吃萝卜夏吃姜”的说法，
冬季气血易凝滞，胃易积热，萝卜
可以理气消食。此外，中老年人还
要注意控制食盐的摄入量，以减轻
心肾负担。

中医还说，无泄皮肤，使气亟
夺，是说不要过度出汗，以免伤阴损
阳。因此在冬季，运动宜缓和，可慢
跑、打太极拳、练瑜伽等。

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
节。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在
冬季更要注意防护。除了做到以上

几点，还可以每天搓耳、梳头、泡
脚、按摩或拍打腋窝。腋窝是心经
所过之处，适度拍打对心脑有保健
作用。此外，手部有许多穴位，通
过击打或者按摩刺激，对心脑也有
一定的保健作用。给大家推荐一套
手部保健操，即手掌小鱼际侧击、
手腕互击、虎口交叉互击、十指交
叉互击、左拳击右掌、右拳击左掌
各36次。

总之，冬季的养生质量直接关系
到新一年的健康，建议大家通过冬
季养生进一步增强机体抗病防病能
力。

（作者单位：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

冬季话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