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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势谋区改忠实履职显风采
漾圳市南山区区疗集到总部

三年来，陈渊青与她的团队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南山区区域学科联盟管理办法》和《南山区区域学科联盟经

费使用办法》等各项规章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管物，促进区域联盟携手共进，带动全区相关学科的医疗专

家之间、专家与社区健康服务中心之间进行深入交流和学习，提升诊疗水平。据统计，目前南山区已建设3批共

30个区域学科联盟，201 9年7月一2021年7月，学科联盟专家共下社康3894次、诊疗量合计33793人次。各

项惠民数据逐年递增、惠民活动内容逐年丰富，切实为广大市民群众提供了更优质、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医疗“更智慧”——成立南山区医学信息中心

作为南山区医疗集团的“掌门人”，陈渊青对集团未来的谋划一直是超前思维。她深知科技人才是发展智慧医

疗的关键，从腾讯、华为等高新企业引进了一批高端人才，成立了南山区医学信息中心，对如何将大数据、5G、物

联网、AI智能等技术应用到诊疗服务中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尝试，在“智慧+医疗”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成绩。

一是统筹全区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全区医疗卫生信息化项目共25个，包括健康大数据应用平台、医疗智能

影像云平台、智慧公共卫生平台等7个新建项目，积极主动创新，获得两个信息化专利。二是发挥信息化优势，构

建医疗一公卫一预防保健全方位全周期智慧化服务体系。充分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改造诊前、诊中、诊后各环节，优化诊疗流程。升级改造医院主信息系统及双向转诊功能。三是科

技赋能疫情防控，通过与区内高科技企业合作，开展远程体温监控，对酒店隔离人员进行24小时体温监控；保障

各开设计免的社康能够顺畅访问省系统接种新冠疫苗；通过社康防疫就诊系统提升社康健康数据管理效率，避免

交叉感染。

过去，深圳市南山区存在社康中心就诊不方便、社康中心与医疗机构之间信息不能互通互认、家庭医生回访

通知工作量巨大等难题。如今，南山区医疗集团统筹了全区医疗信息化建设，打破信息“孤岛”，居民们在辖区医

院、社康等医疗机构就诊看病，个人健康信息实现同步更新，逐步实现医院、社康中心、公共卫生机构之间数据

互联互通、信息共享，打造智慧医疗服务体系。

逆行“战疫情”——打赢多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广东省是除湖北省外，确诊病例最多的地区，而南山区又是深圳市内疫情高发区之

一。未待“集结号”吹响，正在休假的陈渊青以时不我待的劲头返回单位，除了本职工作外，她还身兼深圳市南山

区疫情防控总指挥部医疗救治小组副组长，从1月20日开始就进入“连轴转”模式，夜以继日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

线，就连年三十夜都不例外，充分发挥了“头雁效应”，协助上级部门全面推进社区防控工作，深受广大职工们的

拥护。战疫期间，她牵头建立联防联控五查机制，调动集团下属81家社康中心的1 300多名医护人员，累积完成

各类核酸采样任务超1 21 601 2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1 01 2694人次、发热病人预检分诊1 5863例、社区三位一

体防控排查1 67260人、居家隔离追踪326975人次、重点人群转运2203人次等，协助管理境内外入深人员医学

观察点酒店，为疫情防控的“五早”发挥重要作用。

疫情爆发以来，陈渊青充分利用近年来在医改中所形成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联体建设和“智慧+医疗”等

体制机制方面的优势，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如：在全市率先建立发热门诊诊疗中心，建立南山区“小汤山”

；在全市率先启动居家隔离人员100％核酸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完成“歌诗达·威尼斯号”邮轮6222名旅客处置

与148名人员的酒店隔离医学观察；建立从口岸、高速公路到家门口的“防疫线”；构建人工智能“觅决系统”进行

实时监控等。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一系列医疗救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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