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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中医院创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是一座集医疗、教学、

科研、预防、急救、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医

院设临床医技科室 52 个，病区 34 个，编制床位 1800 张，开放床

位 2000 张。有脾胃病科、肛肠科、肾病科、中医护理学等 4 个国

家临床重点专科；针灸科、急诊科、耳鼻喉科等 7 个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重点专科；骨伤科、呼吸科、心血管病科、皮肤科、治未

病科等 12 个省级重点专科。生产 7 种剂型、34 个特色制剂品种。

2014 年以来，省中医院紧紧围绕“打造国内知名现代化中医院”

的奋斗目标，坚持“发挥中医特色优势，提高综合救治能力”的

办院方针，按照“五年发展规划”、“十三五发展规划”、“加强服

务能力建设行动计划”部署，积极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园文化”，

逐步将医院打造成河北区域中医药服务最亮品牌，建成国内知名

现代化中医院。

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项目是国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

要提出的重点任务，河北省中医院 于 2018 年成功跻身全国 33 家

研究基地建设单位，与北、上、广、津等全国知名中医院比肩齐

平，标志着河北省中医院在中医药行业的引领示范作用扩大了新

的领域，在河北省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取得了新成就。我院拟以国

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为契机，全面提升医院综合能力，以待

早日实现现代化研究型医院的转型。

伴随着现代化医院的快速发展，医院的基础建设、医疗技术、

人才培养、综合救治能力均得到快速提升，医院的后勤保障工作

也迎来了很大的挑战。医院的后勤工作涉及部门多，领域广，业

务繁琐，为医院各临床科室正常运转提供必备物资保障，对医院

管控各类资源、降低运行成本、提高管理效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随着患者数量和医疗需求的不断增加，不仅加大了后勤管理

的负担，而且导致了医院运行成本的增加，使得医院后勤管理工

作和服务保障工作面临了很多需要彻底改善的问题。

在以往的医院后勤管理上，管理制度和方式相对滞后，首先，

后勤分管工作内容繁琐，种类偏多，各个部门没有严格统一的操

作规范和工作流程，管理相对散乱。其次，在后勤工作的投入上

没有计划性，工作的随机性比较大，在财务的管理上缺少统一的

规划和有效的监督。再次，医院在后勤信息化管理的意识上不足，

对后勤管理系统进行总体的规划还有些欠缺，对后勤的资源数据

分析还不够。另外，医院后勤服务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从

业人员文化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人才梯队

结构不合理，呈现人员结构老化，学历水平低、技术单一落后的

情况。所有的这些情况，都是阻碍医院前进发展的路障，基于以

上的问题，在现代化医院的发展道路上，后勤保障工作必须开展

一系列的调整、改革工作，要逐渐改变了以往的工作方式。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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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适应现代化医院发展的管理模式。

1  针对医院后勤保障服务的内容，分别制定了严格的标准

医院后勤工作涉及面广，工作内容多，包括了保洁、保安、洗

涤、餐饮、维修、水电、暖气、消防、污水处理、空调电梯以及

医疗设备等各项工作的运行维护，既有日常性特点，也具有行业

性特征。各项工作分属不同部门，委托了不同的维保公司运营，因

此，我们进行统一的规范化的监督管理，确保各项工作的正常运

营。总务处成立了维修中心，设备处成立了医疗设备管理中心，均

采取一站式服务的模式对医院各部门进行保障工作的优化和提质。

随后，出台了《医院社会化服务单位管理办法》，对全院所有社会

化服务外包单位进行统一监管，对 6 个部门，13 项工作进行了细

致的量化考核评价，从工作制度、工作流程、工作落实结果、安

全生产、满意度调查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评定，使得整个医院的后

勤管理更加规范，通过量化考核打分来做到用制度管理人，用制

度约束人，逐渐建立了有自己工作特色的现代化医院管理制度，

推动了后勤的建设，加强了医院后勤的保障工作。

2  在财务上，医院逐渐重视对后勤工作管理和的投入

医院开展财务预算管理，使得后勤的工作更有计划性和目的

性，将工作的内容更具体化。财务预算管理是合理分配医院资源

和全面控制医院经济活动的重要工具，后勤各个部门通过进行预

算统计，加强了与各个科室之间的沟通联系，不仅可以实现部门

之间的相互监督，还可以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通过预算管理，使得医院后勤各部门提高了责任，强化了成本控

制的意识，优化了医院各种资源的合理调配，医院后勤财务已经

实现了工作有计划，支出有原因，执行有监督，落实有保障的规

范化体系。

3  重视医院后勤信息化建设

医院后勤信息化是指运用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手段，

充分整合、有效利用医院后勤的各种资源，提高后勤管理与服务

的水平。目前医院已经在日常维修、保洁、医废收集和存储的工

作上开展了信息化建设，建立了信息管理平台，通过对各个工作

点位的监测和信息化管理了解工作的进展，对相关在岗工作人员

的工作状态能够得到清晰的了解，对维修工作的报送、维修进行、

维修后的工作反馈和医废的收集、整理、存储、转运全程监控，使

得工作能得到有效的落实，实现了闭环式管理。随后我院将扩大

后勤工作的一站式管理平台内容，逐渐将消防、保卫等工作纳入

进来，实行多科室，多岗位的协同管理和细化数据分析，不断提

高服务质量的标准化，最终实现后勤工作资源共享、提高效率、把

控流程、安全运行的目标。

4  加强医院后勤服务从业人员总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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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工作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对技术水平和管理的要求也在

不断提高，需要医院投入一定的精力去培养相关的人才。后勤的

工作是复杂多样的，必须抛弃以往认为后勤就是简单的修补打杂

的观念，要看到，随着医院现代化的发展和不断更新的新技术项

目，医院管理对建筑、水电、蒸汽、冷暖以及设备的维修、维护、

保养技术人才的迫切需要，而且对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重

视实用性技术人才，搭建专业型精细化后勤。要建立后勤工作人

员继续教育的长效机制，定期由外出学习而掌握先进技能的员工

组织开展技能传授与成果分享，以达到“一人学习，众人收益”的

效果。在医院重要的改造项目验收时，要求厂家以继续教育授课

的形式进行产品后期维保的技术交接。长效的继续教育机制能够

有效地促进后勤高技能的操作与新时代的接轨，从而避免技术落

后与脱节的严重后果。

5  顺应时代发展，提出新的要求

我们在做好医疗技术水平的制度化、标准化的同时，不能忽

视后勤的规范化建设。在时代发展和医院进步的情况下，后勤的

建设和管理也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我们在工作中逐步提出了

“五化、六做”的标准。五化是流程化、规范化、标准化、体系化、

协同化，六做是做好工作任务、做好沟通协调、做好质量控制、做

好运营管理、做好宣传培训、做好引领示范。通过一系列的规范

要求，做好后勤工作的精细化管理，实现工作之前有制度约束，工

作之中有规范流程，工作之后有评价反馈，工作记录有档案可查，

用“五化”做好规范，同时用“六做”提高服务能力，强化后勤

人员主动服务临床一线，主动服务患者的意识，逐渐建立一支专

业素质高、应对能力强、工作配合度密切、执行力到位的团队。

总之，医院后勤的管理规划在现代化医院建设的工作中占据

重要的位置，我院后勤的建设跟随时代发展，与时俱进，不断追

求进步，破除思想上的“瓶颈”，在机遇面前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后勤的改革顺应时代的变化，服从医院全局的发展规

划，用创新推动发展，靠实干成就事业，要勇于创造，持续改进，

达到现代化医院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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