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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担当着重任。

曾经的辉煌成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市一人”从“为人

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的初心出发，不断挑战，不断超越。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作为以“人民”

二字命名的医院，要真正实现它的内涵，必须靠细致入微的流

程管理和服务再造。

为全面提升患者的就医满意度和获得感，市一医院在上海综

合医院中率先成立了独立建制的“患者体验处”，旨在围绕患者

就医全流程，寻找问题症结，并予以改善。医院通过持续深化全

流程智慧、线下便捷就医、人文关怀、服务评价与缺陷管理等四

大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患者服务能力提升与服务缺陷改善。

上海是深度老龄化的城市，现在和未来，如何服务好高龄老

人是医疗机构必须面对的挑战。市一医院在松江区的多家养老机

构试点，推行“互联网医院 + 养老机构”的智慧医养新模式，使

住养老人足不出院即可享受到大型综合性三甲医院的医疗服务。

全国公立医院党建示范医院、全国文明单位、上海公立医

院党建工作“示范医院”创建单位、上海市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试点单位、未来智慧医院建设单位、老年友善医院、全国红

十字模范单位，在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曾获综合医院

第 12 位——这些“名头”和实绩，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在健

康中国的国家战略下，不断创新探索，将全方位、全周期保障

人民健康落到实处的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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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81 岁的胡根娣回

市一复诊，和她的手术医生汪芳紧紧

拥抱。从 53 年前开始，她的生命和

这家医院再也无法分开。

一个月前的 2023 年 12 月，刚

跨入 80 岁的胡根娣再次为自己的心

脏更新“发动机”——她人生中的

第 23 台心脏起搏器，最新的起搏器

只有胶囊大小。

植入手术非常顺利，手术后胡

根娣再次回到自己日常生活中，仿佛

是上海百万高龄活力老人中的普通一

员。但胡根娣太不普通——她是目前世界上有记录的、依靠心脏

起搏器生存时间最长的人。

上世纪 60 年代末，国家家底薄、医疗条件差，但市一医院

的医生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以敢为人先的精神挑战疑难疾病。胡

根娣就是当时医生们遇到的难题之一。

那时的胡根娣患有心源性脑缺血综合征，经常晕厥，只能

卧床，挣扎在生死边缘，经历多次抢救。这种疾病唯一的治疗

方法是安装心脏起搏器，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商品化的心脏起

搏器，市一决定自己动手研发。

内科医生们找到电器厂、找到技术人员甚至玩具设计师一

起研发。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一台简单但能救命的起搏器诞

生了。1971 年 5 月 10 日，由方作平和刘忠豫主刀，胡根娣安

装上了第一台国产感应式心脏起搏器。

从那一年开始，伴随技术的进步，53 年间胡根娣一共接受

过 35 次手术，体内累计安装过 23 台心脏起搏器。从生死未卜

到后来过上正常的生活，胡根娣说自己“非常非常幸运”。退

休后，她和老伴四处旅行，护照上有十多个国家的盖戳。

胡根娣一次又一次表达自己的感激，而市一医院一代代的医

护们却说：我们更感谢胡根娣这样的患者，是他们的信任激发我

们的勇气和能力去挑战、去创造，带来医学发展，造福更多患者。

患者的需求和城市的发展就像是一道道考题，市一医院为

答出最好的成绩在不懈奋斗。

今天的上海是中国科创高地，数

字化工具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已经渗

透到各行各业。在技术要求高、管理

难度大的医疗领域，上海市政府正在

引导和鼓励新技术的应用，赋能新质

生产力发展。

2019 年，市一医院在上海市率

先成立临床研究院，紧紧聚焦临床

疾病诊疗难题开展深入研究。在上

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制定的“临床

研究三年行动计划”的指引下，近

年来医院科研战果累累：糖尿病性

视网膜病变临床防治及发病机制研

究与应用、前列腺创面修复新理论

与精准外科干预体系获国家科技进

步奖二等奖、老年黄斑变性的治疗

2023年新启用的新门诊大楼，将科技与人文相融合，为患者
提供便捷温馨的就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