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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产业园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未来发

展“两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向

前推进，我们将着力把“产业园”打造为集信息软件、电

子商务、物联网、生物医药、健康服务、新能源、节能环

保等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研设计院所、科技创新载

体、科技金融等高新服务业企业于一体的现代示范园

区。我们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下城区科学技术局
0571-85820615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东新分园

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坐拥杭州中央商务区，位于商业发达的和
平会展中心东300米，交通便利，距地铁口仅150米。这里是创新创业的集聚
地，这里是人才荟萃区，这里是杭州政策高地！欢迎合作，欢迎加盟，多谢关注，
推介有奖。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集品科创分园

联系人：沈先生 电话 13958026342

园区概况

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暨智谷创新广场
地处下城区善贤路4号，已规划地铁五号线，
BRT快速公交换乘中心，交通便利。总面积
27368平方米，共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园区定位

以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大学生创业基地
为重点。为产业化企业、大学生创业、初创期的
小微科技企业的孵化培育、服务式小型办公室等
提供多种办公创业空间。

园区配套

公共服务大厅（含总台服务、洽谈区、小型
会议室、大型多功能会议室、休闲吧、咖啡吧等）、
内部食堂、健身活动中心、桌球娱乐室、顶楼足球
场等。提供企业注册代办（大创免费代办）及财
务委托管理，免费参加区组织的创业实训及一对
一团队辅导等多种服务。旨在打造服务式创新
广场，企业家们的创业俱乐部。

招商热线

钟先生18105711266 0571-569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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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能够健康地站在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没
有树兰医院和树兰公益基金，就没有我的重生。”来自
江西的肝移植患者小张，因为经济压力，差点放弃治
疗，树兰公益基金的10万元救助，把他拉出了绝望的深
渊，让他顺利完成手术，获得了重生。

近日，浙江省树兰公益基金会暨器官移植专项基
金在树兰（杭州）医院正式启动。首批 300 万元基金由
树兰医疗管理集团及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捐赠，将专项用于在树兰（杭州）医院住院治疗的

贫困患者器官移植的医疗救助。
器官移植是许多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最佳治

疗方案，然而移植费用以及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经
济负担，让许多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困难家庭望而却
步。树兰公益基金会（下设的器官移植专项基金）启
动后，需要器官移植的贫困患者可向科室提出申请，
再报到公益基金会理事会，由理事会审核评估，如果
条件合适，将获得5万～10万元的基金补助（具体依据
基金管理细则）。据悉，在爱心企业、树兰医疗集团的

追加捐赠下，基金很快筹措到 1000 万元，帮助更多的
贫困病人。

树兰（杭州）医院是我国第一家同时拥有肝脏和肾
脏移植资质的社会办医医院，也是“肝移植术”被纳入
浙江省医疗保险的试点单位之一。截至 2019 年 5 月
底，已累计开展肝脏移植470余例、肾脏移植450余例，
器官移植能力和复杂疑难疾病处置能力达到国际一流
水平。

本报记者 张巧琴 通讯员 邹芸 方彩霞

日前，慈溪市匡堰镇卫生院胡益波家庭医
生服务团队来到龙舌村，探望下肢瘫痪的高血
压患者潘群飞。在测完血压、血糖后，团队成
员还对他进行心理辅导和用药饮食指导。“每
次他们来都给我仔细检查身体、换药，这样组
团式的医疗服务很贴心。”潘群飞称赞道。

慈溪现有 340 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总人
数1380人。这些团队成员由医院专家、全科医
生、社区护士、公共卫生人员等组成，签约服务
对象主要为老年人、孕产妇、慢性病患者、残疾
人等。“去年，卫生院以石人山村为试点，为行
动不便的参保人员提供上门服务。一年来，我
们在全镇组建了 9 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进村
入户服务4213人次。”匡堰镇卫生院负责人说。

慈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送医上门”，让偏
远地区居民在家门口便能享受高质量医疗服
务。每月，逍林中心卫生院的10个家庭医生服
务团队分别前往 10 个村开展义诊服务。对于
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和孤寡老人，他们还会上门
进行诊疗。“这些医生护士是我们村的‘健康大
管家’。”福合院村村民岑伟芬说，平时他们遇
到身体不适或医疗保健问题，都会找家庭医生
服务团队帮忙。

经过一年的试运行，慈溪家庭医生智慧服
务平台近日正式投用。据介绍，该平台集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家庭医生 App、居家健康管理、
移动工作平台、服务监督等功能板块于一体。

“通过服务平台，家庭医生可以实时掌握管理
签约居民的健康信息。”慈溪市卫生健康局相
关负责人说，该市 20 家乡镇卫生院的 698 位家
庭医生以及家庭医生所在团队已全部安装该
平台。

目前，慈溪家庭医生服务在签居民总数已
超过 28 万人，为优化后续服务，该市家庭医生
服务团队正全面开展诊间随访和上门（电话）
回访，为签约居民提供代配药、预约大医院专
家及大型检查服务等。

谢良红 任波

慈溪千名医务工作者
组团“送医上门”

树兰器官移植专项基金规模已达1000万元

贫困器官移植患者最高可获10万元救助
绍兴市柯桥区“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

授牌仪式日前在稽东镇高阳村举行，至此，该区
稽东镇高阳村、王坛镇老街、夏履镇夏建村三个

“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正式建成投用，这
标志着当地偏远山区的群众也能够方便及时用
上药、用好药，打通了药品供应“最后一公里”。

对于偏远山区的村民来说，进城买药要花
上一整天时间。如高阳村是柯桥区最偏远的山
村之一，海拔高度600米左右，距离绍兴市区45
公里、柯桥城区55公里，一天只有两趟公交车，
而且还得转车，距最近的稽东镇卫生院也有1小
时车程，村民进城买药很不方便。“便民服务点
真好，以前看病还要开车去镇上，这样方便多
了！”在村卫生室工作了20多年的谢爱珍感慨连
连。

谢爱珍说，目前村内的卫生站只有七八十
种药品，无法满足众多村民的用药需求，特别像
一些慢性病患者，药吃完了只能进城去配。该
便民服务点的设置，将覆盖村域面积4.67平方
公里，为全村1147人提供用药便民服务。

据悉，柯桥区三个“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
点”均采取“药店联合配送企业合作和村卫生室
联合批发企业合作为主，自动售药机为辅”的模
式，通过升级店内药品品种、收集群众购药信
息、指导网上购药等多种形式，依托连锁企业和
批发公司现代化的药品配送服务和优质的执业
药师资源，解决偏远地区群众“对症用药”的需
求。

“便民服务点运行后，村民就可以在家门口
享受到与城里一样的用药服务，切实解决了村
民用药不便、购药不安全等问题。”柯桥区市监
局主要负责人表示，让老百姓买到放心药、平价
药是政府的一项民生实事工程。下一步，该区
将在柯岩、安昌等景区设立便民服务点，将送药
上山服务扩展到景区，让惠民措施覆盖更广
泛。 钟伟

柯桥打通药品供应
“最后一公里”

器官移植被誉为“21 世纪的医学之巅”，肝移植是
巅峰技术中的巅峰。近日，树兰医疗肝胆胰外科暨肝
移植医生集团正式成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树兰医疗总
院长郑树森担任首届肝胆胰外科暨肝移植医生集团中
心主任。

如何让医生的创造性最大限度的发挥？如何才能
把专家的技术分享给年轻医生，并造福百姓？如何让
年轻医生能更快地掌握技术，成为新的生力军？树兰
医生集团中心吴章穆主任介绍，医生集团将为医生搭
建平台，为医生赋能，并让医生有尊严，有价值体现。

培养一名肝胆胰外科的专家，平均需要 10～20 年

时间，树兰医疗肝胆胰外科暨肝移植医生集团首批签
约聘请 70 余位全国知名肝胆胰外科教授和肝移植专
家，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 20 余省市以及浙江省
内各大三甲医院。该医生集团的成立，将极大促进我
国肝胆胰外科暨肝移植事业的发展，推动技术的传承，
促进年轻医生的成长。

目前，树兰医疗已经成立了皮肤科医生集团、感染
科医生集团、手足外科-显微外科医生集团和肝胆胰外
科暨肝移植医生集团，医生集团将搭建好互联网平台，
提供网络问询、就诊、培训、科研及执业保障等服务。
树兰医生集团将建成一个为医生赋能的强大平台，通

过建立医疗服务、培训、科研、创新知识转化、执业保障
平台等，让医生执业能体现价值和尊严，将利用“树兰
医生”手机App和“树兰医生”微信小程序，实现远程会
诊、培训、科研管理和患者随访、医务和法务咨询、保险
定制等功能，并积极为广大医务人员和患者做好服务。

郑树森表示，希望医生集团能通过线上线下结合
的方式，让患者不用全国各地四处奔波，就能得到最好
的、最合适的专家，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挽救更多
的患者，同时能培养更多的年轻医生成长，建立肝胆胰
专业的健康生态群。

本报记者 张巧琴 通讯员 邹芸 盛国平

“人民警察爱人民！”6月14日，世界献血日，浙江省
中医院迎来一位名叫吴水林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用
满腔热忱和实际行动，向一位素不相识的白血病人捐献
造血干细胞。

47岁的吴水林是建德市交警大队新安江中队一名
普通的辅警，24年来，他爱岗敬业、无私奉献，先后获得
建德市“我身边的雷锋”、杭州市公安局一等治安荣誉奖

章、连续三年的“杭州市公安局优秀协辅警”和“杭州市
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

47岁，这在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中属于大龄了。
6月10日，吴水林在刚刚完成今年高考的儿子陪同

下，前往省中医院注射造血干细胞动员剂。14日上午他
在省中医院撸袖献髓，成为浙江第385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于伟

世界献血日世界献血日，，建德民警捐献造血干细胞建德民警捐献造血干细胞

树兰医疗肝移植医生集团在杭成立

随着气温的升高，有一种虫子一定要警惕——蜱
虫！尤其要注意带“毒”的蜱虫！

“这种小虫又开始猖狂了！”潘红英，浙江省人民医
院感染病科主任，近日她“下沉”到对口帮扶的天台县
人民医院。“天台医院 2 个多月就收治了好几例由新型
布尼亚病毒感染后引起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
病人。”她会诊了一例重症病人，说这样的病人若救治
不及时则会危及生命。

“说起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普通人还比较陌
生，但说蜱虫叮咬后发病，应该就明白了，传播此病的媒
介生物一般来说是蜱虫。”潘红英提醒，到野外游玩的朋
友（如暑期亲子上山乡村游）一定要注意自身防护。

旅游归来被病击倒
“患者送来时已很严重，再晚些那就难说了。”天台

县人民医院感染病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陈英俊、主治
医师余力向潘红英介绍了重症病人钟大伯发病的详细
情况。

60多岁的钟大伯，患有糖尿病多年。 5月下旬他到浦
江仙华山旅游，两天后，他莫名其妙开始出现发热，最高体
温为39℃，并伴有畏寒、寒战，头痛、头昏，全身酸痛乏力，恶
心不适。开始以为是感冒发烧，然而服药后仍未好转。

几天后他来到天台县人民医院就诊。“除了高热，
血小板竟下降至正常范围下限的二分之一（47×109/L，
正常范围 100×109/L~300×109/L），之后血小板继续降至
正常范围下限的四分之一（22×109/L）其他情况也很不
好。”陈英俊说。

尽管钟大伯一时说不清楚是否被蜱虫叮咬过，参
照已收治的多个病人的临床表现，钟大伯上山旅游的
经历，立刻引起医生们警惕，患者被高度怀疑是发热伴
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立即将患者的血液标本送至天台
疾控中心。果不其然，新型布尼亚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为阳性，最终钟大伯被确诊为新型布尼亚病毒感染后
引起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经过半个月的对症支持救治后，钟大伯体温、血小
板等日趋正常，精神也明显好转。

“通过‘双下沉’，与基层医院交流合作越来越深
入，像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重症病人在当地医院
也可以治了。”潘红英介绍，天台县人民医院 4～6 月份
已收治6例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被带“毒”蜱虫叮咬有生命之虞
潘红英介绍，蜱，是寄生在家畜、鼠类等体表的虫

子，它主要生活在森林、丘陵地区。蜱一般寄生在动物
的皮肤较薄、不易被搔动的部位，游离动物体后附着在
草上，蜱虫可叮人、吸血。蜱虫吸血时把头埋入皮肤
下，吸血时间可长达数天，吸饱血后自行脱落。蜱虫活
动期绝大多数在4～10月。

“大多数人被蜱叮咬后仅会引起过敏、溃疡或发炎
等症状，一般较轻微。但蜱虫作为一种传播传染病的媒
介生物，体内可有多种病原体（病毒、细菌、寄生虫，如新

型布尼亚病毒），常通过叮咬吸血使人患病，尤其是新型
布尼亚病毒感染引发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

“感染新型布尼亚病毒患者一般能自我感觉到的
是发烧，体温多在 38℃以上，重者持续高热，可达 40℃
以上，部分病例热程可长达10天以上，并伴乏力、厌食、
恶心、呕吐等，部分病例有头痛、肌肉酸痛、腹泻等，感
染该病毒后还可出现胃肠道症状、肌痛、血小板和白细
胞减少。”潘红英说，少数患者还会有出血倾向，表现为
皮肤瘀点瘀斑、牙龈出血、球结膜出血等，可因多器官
功能衰竭而死亡。目前尚无特异性的抗病毒治疗，临
床上主要为对症支持治疗。及时发现，早治疗的患者
多数可以痊愈。

重症“蜱虫病”家属要注意防护
潘红英介绍，从接诊的重症病人来看，大部分被叮

咬病例发生在树林、低矮灌木林等处，喜欢野外游玩的
朋友（如暑期亲子乡村游），在蜱虫主要栖息地如草地、

树林等环境中久留要格外当心，做好防护措施：如穿长
袖衣服，扎紧裤腿，尽量不要穿拖凉鞋，裸露的皮肤涂
抹驱避剂；生活在丘陵、山地、森林等地区居民，应注意
对家居环境中游离蜱和饲养家畜身上附着蜱的清理和
杀灭工作。

“在蜱类生活环境活动后，要及时检查身体上是否
有蜱附着，重点是头部、耳后、腋下、腹股沟等皮肤薄嫩
的部位。”潘红英提醒，如有携带宠物的，离开时也要仔
细检查宠物体表是否有蜱类附着。如若发现被蜱虫叮
咬，不可强行捏拽取出蜱虫，可就近至医院处理伤口。
一旦出现发热等疑似症状或体征，更应及早就医，并告
知医生相关情况。

潘红英指出，蜱虫叮咬感染病毒发病，正常人通过
接触病人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或呕吐物也可能感染，
即人传人。因此，特别提醒病人家属，尤其陪护的家人
要注意自我保护，避免接触病人的血液体液或呕吐物
等。 宋黎胜

当心！这种可致命的小虫又开始猖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