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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孔 菲

金沙江边，霞光微启，云雾笼罩
中的小城模样渐显。绥江，这座移民
小城正渐渐苏醒。街上车来人往，公
园里鸟鸣影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面
色红润、活力满满。

近年来，绥江县积极搭乘数字医疗
的东风，以不断满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
求为目标，着力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打造医疗服务“云平台”，通过推
进“互联网+智慧医疗”建设，努力实现
医院智能服务精准化目标，打造让群众
更加“有感”的医疗服务体系。

30秒，远程心电诊断结果传回
2022年8月25日13时许，突发胸

痛的 31 岁患者刘某涛被家属焦急地
背进了新滩中心卫生院门诊。患者
脸色苍白、大汗淋漓、意识模糊……
接诊医生立刻给患者吸氧，同时进行
生命体征监测，随后立即进行十二通
道心电图检查。

因患者情况紧急，新滩中心卫生
院医生曾堃立即致电绥江县人民医
院内二科：“老师，您好，有胸痛患者，
心电图表示危重，请您立即出具报
告。”30秒后，县人民医院接诊医师回
复：“心源性休克，急性下壁心肌梗
死。赶紧用‘胸痛一包药’，开通静脉
通道抢救。”经过抢救，13时 35分，刘
某涛意识恢复，生命体征稍平稳，新
滩中心卫生院随即用120救护车将其
转至县人民医院进行溶栓治疗。

急性心肌梗死具有很高的死亡
率，发病后 120 分钟内为黄金抢救时

间，越早进行救治，后遗症的发生率
也就越小。得到及时救治的刘某涛，
就是享受到绥江县智慧医疗福利的
一个真实缩影。

“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出现心
律失常，需要长期药物治疗，严重的
话可能导致心源性猝死。我才 30 多
岁，那样的后果想都不敢想。”痊愈后
到新滩中心卫生院送锦旗的刘某涛
言语之间难掩激动之情。

2021 年，绥江县用“远程心电诊
断中心”建设敲开了“互联网+智慧医
疗”的大门，本着“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的理念，加快推进“互联
网+智慧医疗”建设，投资 300余万元
为全部乡镇卫生院和部分村卫生室
购置了远程心电诊断仪，将全部乡镇
卫生院心电诊断数据接入县人民医
院，建成了覆盖全部乡镇卫生院的

“远程心电诊断中心”，实现了二级医
院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只能检查无法出具报告已经成
了过去式，我们将心电图上传后，县
人民医院的医生会在5分钟内出具心
电图诊断报告并传回来，若是紧急情
况，30 秒就会有回复，这就解决了乡
镇卫生院有技师无医师的情况，极大
地缩短了心肌梗死患者的救治时
间。”曾堃表示，医共体内医疗机构统
一质控结果，县域医共体“检查结果
互认”，不但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检
查，还有利于解决群众“看病贵”问
题，也让医患关系更加和谐。

绥江县人民医院内二科医师朱
勋任说道：“遇到疑难病例时，我们会
和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云南大学

附属医院等三甲医院进行远程会诊，
这对降低漏诊率和误诊率有极大帮
助。”更好、更快、更规范的心电检查
诊断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享受到
了三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

截至目前，绥江县人民医院已累
计开展远程心电诊断11178例，其中，
乡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危急值班报
告1500余份，实现了医疗资源上下贯
通、信息互通共享、业务高效协同，构
建了有序的“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
分级诊疗格局。

3分钟，影像诊断结果回乡镇

“咳咳咳……”5月 23 日，已经咳
嗽了半月有余的 54 岁患者张某强走
进了新滩中心卫生院。

“当时患者的表现是呼吸窘迫，
胸痛，口唇发紫缺氧。给患者吸氧
后，通过查体，发现患者右侧呼吸音
异常。”曾堃介绍道，为患者拍摄影像
资料后，通过远程影像诊断系统将片
子传输到县人民医院远程影像诊断
中心进行综合诊断，3分钟后，诊断结
果传回卫生院。

经过诊断，张某强患上了慢阻肺
并发自发性气胸，卫生院根据诊断结
果及时进行了胸腔穿刺引流操作。

“现在卫生院条件好了，我们不
用去县城检查就能把病治好，省心又
省力。”享受到更便捷、更实惠、更高
质量的诊疗服务的张某强说，现在看
病就医很有安全感。

2023 年 5 月，绥江县县域医共体
远程影像诊断中心成功投入使用，通
过医疗信息互享共联，实现了“拍片

在乡镇、诊断在县上”的目标。截至
目前，绥江县人民医院影像诊断中心
已出具远程影像报告12733例。

3秒钟，移动护理快速到位
在绥江县人民医院的智慧病房

内，护士轻点床头的电子触摸屏就能
获得患者的住院信息，就能迅速了解
患者的基本情况，为接下来的治疗打
下坚实基础。

移动护理终端驶入“互联网+智
慧医疗”的“快车道”，智慧病房实现

“数据跑”代替“护士跑”，“数据陪”代
替“家属陪”，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让患者住院更舒心。

“这里环境好，房间干净舒适，监
护设备先进，医生护士服务态度很
好。”在内二科住院的 74岁老人舒某
兵说，手柄呼叫器和床头按钮呼叫器
的设置，让她在需要帮助时能够触手
可及，3秒钟内护士就会有应答，大大
提升了住院的安全感。

护士吴小平告诉笔者：“换输液
瓶时，用 5G 移动护理终端扫描患者
戴在手腕上的二维码或者输液瓶上
的二维码，就可以与患者进行信息核
对。病历也可以通过移动护理终端
打印归档，智能化的设备把我们的时
间还给了病人，让我们可以更好地服
务病人。”以病人为中心，一个安全、
高效、及时的医疗保障体系在智慧病
房中高效运行。

如今，“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
乡镇、大病不出县”的就医新格局已
在绥江形成，打通服务群众健康的

“最后一公里”，绥江一直在路上……

绥江：智慧医疗赋能基层诊疗服务

云南具有丰富的药物资源，是
中药材种植大省，也是全国中药材
重要产地，中药材种植面积、产量、
农业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国
前列，已成为全国产业规模大、品种
全的道地药材主产区。2023 年，云
南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1030.48 万
亩，同比增长5.7%。不久前，省农业
农村厅等5部门公布云南省道地药
材名录（2024 版），三七、滇重楼、灯
盏花、铁皮石斛、砂仁、天麻、云茯
苓、云当归、云木香、滇龙胆入选“十
大云药”，滇黄精、红花、草果、紫皮
石斛、石斛等 146 种中药材入选“特
产药材”。

道地药材是产在特定地域、具
有较高知名度的药材，与其他地区
所产同种中药材相比，品质和疗效
更好，质量稳定。从中医药产业发
展的角度看，药材的种植属于产业
的上游，药材的品质关系产业的发
展。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
药材产业发展，将中药材产业列为
农业现代化三年行动“1+10+3”重点

产业之一，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变为
发展优势，推动全省中药材产业升
级、提质、增效。

中药材质量是制约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的瓶颈之一，以道地药材为
例，每味道地药材都有道地产区，其
药性形成是气候、土壤、生物、地形
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地方出产
的药材，其性味会不同，质量也会存
在差异。保证药材的品质，首先要
做好的是良种繁育，从源头保障药
材品质。甘肃省陇西县中药材年种
植面积稳定在 50 万亩以上，以黄芪
为代表的道地药材种植历史悠久。
为促进产业发展，解决种质退化、病
虫害增加等问题，陇西县把选种作
为重中之重，经过与高校和科研单
位合作，通过野生品种驯化和既有

品种的提纯复壮，育出的药苗不仅
品相好，亩产也提高了20%。

种植是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第一
车间”。种植方式和田间管理方式，
会影响道地药材的生长发育，决定了
其品质。云南昭通天麻闻名遐迩，其
天麻素含量高，具有很高的药用和保
健价值，“密码”就在于种植环节。天
麻不能通过光合作用获取营养来源，
在生长过程中，它需要与萌发菌、蜜
环菌两种真菌共生才能完成其生长，
整个生长发育过程靠蜜环菌提供营
养。因而，“两菌一种”即蜜环菌、萌
发菌、天麻种，是天麻种植的核心和
关键，决定了天麻品质。近年来，昭
通市等地大力发展天麻产业，高度重
视“两菌”和良种繁育，全力推进天麻
野生种质资源保护工作，加强天麻良

种繁育，规范种植，实现了天麻产业
的量质齐增。2023年11月9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公告，将天麻纳入“药食同
源”物质目录，天麻产业发展可以在
食品和药品两个领域着力，进行深入
的开发和应用。

药材好，药才好。云南必须从
育种这个源头把好关，从种植这个
环节定标准，确保优质种源持续稳
定供应，不断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
量发展。

让 道 地 中 药 材 更“ 地 道 ”
王廷尧

大家谈

为持续提升市民旅游文明素
质，增强文明出游意识，促进文旅
融合提质增效，连日来，永善县通
过发放资料、现场讲解、广播、电
视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文明旅
游宣传活动，倡导文明旅游、快乐
出行的生活方式。

通讯员 黄 桦 摄

文明旅游
树新风

本报讯（通讯员 田入尹 刘小鸿）
近日，盐津县2024年“我们的中国梦·
七彩云南情”——“戏曲进乡村”惠民
演出活动圆满落幕。此次活动自 10
月中旬启动，2 支演出队伍遍访盐津
10个乡镇70余个行政村（社区），献上
百余场精彩表演。

本次活动艺术形式多样，内容聚
焦现实，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作出众多贴近百姓生活的文艺
节目。舞蹈《美丽中国》以灵动的舞
姿展现祖国的大好河山与民族精神，
让观众领略祖国的壮美河山，感受祖
国的繁荣昌盛。此外，歌曲《迷途羔
羊》《把一切献给党》，以及音乐快板

《廉政清风》等节目，在传播正能量、
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丰富了群众的文
化生活。

在各中小学、养老院、街道院坝，
每场演出都人气爆棚，观众或拍照留
念，或随音乐起舞，现场气氛热烈。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还融入了法
律知识宣讲。主持人通过“抢答送礼
品”方式与观众互动，寓教于乐，宣传
法律知识。牛寨乡万和村村民表示：

“既看了节目，又拿了奖品，还学到了
不少法律知识。”

“戏曲进乡村”是国家推进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
举措，也是云南推动“文化兴滇”深入
实施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盐津县积
极贯彻文化惠民工程，深挖民族文化
资源，创作出众多接地气、有特色的
优秀作品，以文化助力乡村文明，为
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此活动不
仅成为村民的文化盛宴，更是乡村文
化振兴的引擎，增强了乡村群众的文
化自信和归属感，激活了乡村文化资
源，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支撑。

本报讯（通讯员 胡 晏）近日，大关县黄连河景区首
届民族山歌邀请赛开赛。

比赛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舞台之上，独具特
色的演艺服饰与五彩斑斓的灯光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
绚丽多彩的画卷。舞台背后，黄连河瀑布似银河落九天，
奔腾的水声仿佛为这场盛会奏响了天然的背景音乐。舞
台前方是热情高涨的观众，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这场
山歌之约齐聚于此。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民族
的记忆，每一句歌词都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据悉，本届民族山歌邀请赛大咖云集。他们演唱的
山歌不仅仅是音乐的一种形式，更是传承民族文化的载
体，吸引了现场观众和游客沉浸其中，让大家深切感受到
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本次邀请赛的举办地黄连河景区是一个充满魅力的
旅游景点。在这里，游客可自行体验景区内丰富多样的
游玩项目，亦可在专业导游的引导下，领略黄连河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美丽的自然风光。

大关
民族山歌邀请赛开赛

本报讯（通讯员 李 娇 何 羚）连日来，鲁甸县聚焦非
法改装、假冒伪劣等电动自行车质量安全领域突出问
题，紧盯电动自行车销售、维修环节，以开展电动自行车
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回头看”为契机，持续整治电动自
行车安全隐患。

在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整治工作中，鲁甸县做到定
人员、定点位、定职责，以落实网格化监管责任为抓手，
集中力量对电动自行车及配件经销单位开展全覆盖、

“拉网式”排查。截至目前，已对60家电动自行车及配件
销售经营主体进行全面摸排，并发放“规范经营电动自
行车及其配件产品告知书”60份，签订“电动车合法经营
承诺书”60份。开展电动自行车及配件经销单位靶向检
查，及时通报市场监管系统对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
条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自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共出动执
法人员 100余人次，对鲁甸电动自行车销售单位进行全
覆盖检查，责令整改商家 12户，立案查处 16件。此外，
广泛宣传电动车新国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广大经营户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合法经营，并通过
发放资料、现场讲解、微信推送等方式，向辖区居民宣传
电动自行车国家标准及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的危害，提
升消费者的甄别能力，共同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和安全
放心的消费环境。

据了解，鲁甸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持续开展电动
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压紧压实经营单位质
量安全主体责任，持续发力，以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各种
违法生产销售行为，为广大市民筑起产品质量的保护屏
障，推动电动自行车行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鲁甸
整治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

转移债务是否需要

经过债权人同意？
【有事要问】转移债务是否需要经过债权人

同意？
【身边案例】老王欠老刘10万元的借款，老王的

表哥又欠老王 10万元的工程款。老王想把所欠老
刘的10万元的债务转移给表哥，但不知道是否需要
经过老刘的同意，于是老王咨询，转移债务是否需
要经过债权人同意？

【意衡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
定，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
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催
告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予以同意，债权人未作表示
的，视为不同意。

昭通市司法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登报作废
昭通市国际标准舞协会不

慎遗失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530600574667488W；公 章 1

枚，字样：昭通市国际标准舞协

会。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云南沙泰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现公司名称：云南卓骏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章

1枚，字样：云南沙泰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5306002028332。特

登报作废。

声 明
近期，我公司关注到有部

分商贩使用我公司营业执照复

印件或照片打印件在部分学校

食堂等采购商处以我公司员工

身份进行宣传，并冒用我公司

名义开展业务。

针对上述事件，为维护广

大消费者利益和我公司合法权

益，我公司作为昭阳区的生猪

定点屠宰企业、民生企业，现郑

重声明：

一、对外开展业务的我公

司员工，均持有我公司加盖公

章的授权委托书，请广大消费

者和客户进行区分，以免给您

带来损失。

二、在我公司直接采购猪

肉产品的商家，均与我公司签

订了采购合同，我公司至今未

授权第三方代表我公司开展业

务。

三、如需进行业务洽谈的

合作商，我公司设有商务部门，

请直接到我公司所在地云南省

昭通市昭阳区凤凰山垃圾填埋

厂对接。

特此声明

昭通市昭阳区腾森屠宰有

限公司

2024年11月13日

昭通市苹果产业

发展中心办公地点

搬迁公告
各有关单位、广大果农朋

友：

因工作需要，需对办公场

所进行优化，昭通市苹果产业

发展中心已搬迁至新的办公地

点。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新办公地址：云南省昭通

市昭阳区昭阳大道 378 号（原

昭通农校老校区 3 号楼第四、

五楼）。

联系电话：0870-2229619

（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保持

不变）。

因办公地点变更给您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请各有关

单位、广大果农朋友相互转告，

确保相关工作及业务咨询、办

理不受影响。感谢大家一直以

来对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

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我们将继

续在新的办公环境为大家提供

优质、高效的服务。

特此通告

昭通市苹果产业发展中心

2024年11月13日

广 告

本报讯（通讯员 唐万洪）近日，盐津县盐井镇组织永
安社区和团结社区61名搬迁群众前往位于中和镇的云南
百年传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和交流，开展就近
务工推荐活动。

在云南百年传奇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负责人详
细介绍了公司的经营理念、用工需求、工资待遇等情况，
并引导大家参观了竹笋切头、内外包装等操作流程，还邀
请参观人员体验了厂区的食堂生活。

通过系列观察、答疑以及互动交流等环节，本次活动
圆满结束，共有21名搬迁劳动力在现场完成了报名登记。

据悉，盐井镇认真落实《昭通市外出务工人员离岗返
乡帮扶工作应急方案》和《昭通市防止返贫和外出务工人
员离岗返乡动态监测工作方案》，以“8类重点区域”和“20
类重点人群”为突破口，加强离岗返乡人员的动态监测，
重点关注搬迁户中“三类对象”的务工就业情况，为搬迁
劳动力就业创业提供针对性的帮扶服务，确保搬迁劳动
力实现稳定就业。

盐井镇
让搬迁群众充分就近就业

“戏曲进乡村”丰富盐津群众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