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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因此长三角医院的儿科，要操心的是如何办出自己的特

色和声誉——技术上的硬实力和服务上的软实力，才是胜出之

道。

基层儿科，十年变化大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距离绍兴市区 20 公里，人

口约 4 万人。柯桥区中医医院湖塘分院一共有 60 多名员工，分

5 个医疗点，服务居民大多数是本地人，是真正的“家门口医院”。

柯桥区中医医院湖塘分院的儿科，是这个街道唯一提供儿

科服务的社区医院。金智君在这里做儿科医生已经有十来年了，

医院儿科一共有一个半医生，一个是金医生自己，还有半个是

正在培养的年轻人。

作为社区医生，金智君每天的门诊量算比较大的，儿科门

诊挂号每天 100 多号，早上 7 点开诊，病人一个接着一个进诊室。

到下午，病人会稍微少一些，但如果遇到流感季，下午也会比

较忙。即便是受到疫情影响，最近每天也还是有六七十号儿科

病人就诊。

居民们口口相传，医院儿科得到了很多当地家长信任，甚

至一些外区的家长也会带着孩子到他这里看病。

孩子到社区医院看病，呼吸系统疾病是最多的，“一般是

哮喘、慢性咳嗽、鼻炎多一点”。 金医生说，近十年来社区儿

科医生培训、学习的机会很多，绍兴市的儿科专家还会到社区

带徒弟，他自己跟着绍兴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陈啸洪学了好几

年。

陈啸洪主任到乡镇帮扶儿科建设已经有十多年，在基层坐

诊不仅服务当地居民，更重要的任务是培养基层儿科医生，他

培养的基层学生已经有四五十名，金医生是他手把手教的徒弟

之一。

十多年在基层帮扶，陈啸洪主任目睹了基层儿科技术水平

的明显变化。

基层儿科，80% 的疾病是呼吸道感染，剩下少部分消化道

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和泌尿系统疾病。陈啸洪主任告诉《新民

周刊》记者，十年前的乡镇或者社区医院里，医生给呼吸道感

染的孩子用药，挂盐水很“流行”。“一瓶盐水里加四五种药，

孩子挂着挂着出现抽筋也不是罕见的事。几种药一起用是有禁

忌的，但那个时候很多医生不懂。”

医院新生儿科，护士正

在给一名新生婴儿采

集足跟血。

柯桥区中医医院湖塘分院的儿科金智君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