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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2月 20日记者从大足
区健康教育中心获悉，大足区“健康促进医院”创建
评审组对通桥卫生院、龙滩子卫生院、宝顶镇卫生
院等 9 家申报创建单位逐一进行了全面细致的验
收评估。

为落实《健康中国大足行动（2019—2030）》等相关
文件精神，推动医院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转变，更好维护患者、医务人员和公众健康，通
桥卫生院等9家基层卫生院开展了“健康促进医院”申
报创建工作。

评审组人员按照《重庆市健康促进医院评估标准
（2016年版）》《健康促进医院建设规范（试行）》，通过
现场查看、资料查阅及目标人群调查等方式，详细查看
了各医院组织管理、健康环境、无烟医院、健康教育等
工作的开展情况。经过评审，通桥卫生院、龙滩子卫生
院、宝顶镇卫生院等 9家申报单位达到“健康促进医
院”标准。

此次创建活动，为打造温馨舒适的就医环境，提升
优质的医疗服务，保障医务人员身心健康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9家基层卫生院
成功创建“健康促进医院”

新渝报讯（记者 侯小梅）交通文明劝导、清理“牛
皮癣”、倡导文明用餐……近日，大足区万古镇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组织开展“文明行为我践行”志愿服务活
动，倡导文明生活新理念。

活动中，10余名志愿者来到三元路等重要交通路
口，身穿黄色志愿者服装，手挥小红旗，提醒过往车辆
减速慢行，注意礼让行人，针对横穿马路、不按照交通
信号灯指示通行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同时，主动
为有需求的行人提供帮助，引导来往行人文明出行，营
造了良好的文明交通秩序。

随后，志愿者们沿街走访餐馆，在各个餐馆内张贴
了倡导文明用餐的宣传海报，清除了背街小巷的“牛皮
癣”广告。活动还组织了志愿者佩戴头盔骑行电动车，
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出行理念。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实习生 唐楠棋）近日，
市人力社保局印发《关于 2022年全市人力社保系统
创新案例亮点工作及“金点子”评选结果的通报》。
大足区人力社保局报送的《大足区选能人、树典型、
靓品牌 让劳务经纪人迸发新活力》入选十大创新
案例。

2022年，大足区持续深化劳务经纪人培育工作，
在选能人、树典型和靓品牌上下功夫，着力打造了一支
政治坚定、业务精良、乐于奉献的高素质劳务经纪人队
伍。在选能人方面，大足区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通
过个人自荐、群众推荐、单位推荐的灵活选拔形式推荐
劳务经纪人，目前，541人通过层层筛选后，314人成为
储备劳务经纪人。在树典型方面，大足区制定了考核
评优和淘汰机制，实行“五星”管理机制。目前成功评
定 2星劳务经纪人 1人、1星劳务经纪人 108人。同
时，采取“深挖掘、精提炼、重宣传”方法，推选出带头
人“霞姐”等杰出典型 5人，讲好大足劳务经纪人故
事。在靓品牌方面，大足区注重 10年以上能干人师
带徒，通过薪火相传培养新人。目前 34名老人带领 8
组新人开展劳务经纪人工作。定期动态收集企业用
工需求，畅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牵线搭桥渠道，
400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229名务工人员成功搭乘返
粤专列。

“新的一年，我们将培育出更多高星级的劳务经纪
人，通过他们的工作，进一步优化大足劳务市场人力资
源配置，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人力资源要
素保障。”大足区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 月 20 日，大足龙岗街道西街
社区，志愿者正在为过往群众讲解

“云号手”志愿者注册流程，引导更
多的人加入志愿者队伍。据悉，自
去年 6 月，大足区创新实施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云号手”工程以来，2
万余名党员、群众注册成为志愿
者，主动参与解决基层治理各类问
题诉求8600余个。

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2万余名党员
吹响“云号”

万古镇

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大足劳务经纪人培育工作
入选全市十大创新案例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蔡安庆 刘卓颍）近
日，大足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涉川渝企业的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为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提高涉企案件办理
质量效率，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法治化营商环境
建设，大足区人民法院决定将车载便民法庭开到四川
省成都市成华区开展巡回审判。

“重庆的移动法庭竟然来成都‘串门’了！”“好高
科技，这个车子还可以，既可以判案又可以普法。”车
载便民法庭大屏幕直播庭审现场，吸引了不少群众驻
足围观。

在车载便民法庭内，依托 5G智能庭审系统，当事
人进行了举证、质证等标准化审判流程。庭后，大足区
人民法院邀请成华区人民法院、市场调解组织，携手组
织双方企业进行调解，为涉诉川渝企业谋求共赢方
案。最终，在多方耐心引导下，双方企业达成了对违约
金进行调整、分期付款的调解协议。

庭审结束后，两地法院共同开展以案普法，并向大
家介绍了成渝两地法院在诉讼服务异地通办、执行措
施协作互助、一站式建设等方面提供的跨域便民司法
服务。

大足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成渝
两地法院联合利用车载法庭开展庭审、普法活动，
实现车载便民法庭共享互通，不仅进一步深化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司法协作，同时也延伸了审
判职能，将跨域巡回审判、普法宣传紧密结合，进一
步统筹了司法资源，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
量发展，推动重庆市委“一号工程”在司法领域落地
见效。

大足车载便民法庭巡回入川
合力唱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双城记”

□ 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张颖

兔年春节以来，南岸区雅巴洞江
滩公园人气火爆，63 米巨型“长江母
亲”石刻雕塑备受瞩目，成为新的网红
打卡点，火爆抖音等社交媒体。这组
石刻作品的幕后功臣是来自大足区的
一群石雕匠人，可谓是“大足雕客”的
又一杰作。

在人社部等近日举办的第五届“中
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中，“大足雕客”劳
务品牌摘得“创翼之星”奖，成为全国知
名劳务品牌。

从“学艺填肚子”到“养家盖房
子”，再到“办厂挣票子”，大足区已探
索出一条“统一招募—组织培训—抱
团创业—集中输出”的“大足雕客”劳
务品牌之路。

从“产业预备役”到“人才生力军”

大足石雕从业人员数以万计，不过
长期以来，都是单打独斗、各自为阵，不
利于现代石雕人才的快速高效培育，不
适应行业升级发展需求。

为此，大足区人力社保局打出组合
拳，创立“大足雕客”统一劳务品牌，把民
间雕刻工匠、大中院校毕业生和新生代
劳动力作为产业人才生力军，建立统一
招募渠道，促进就近就地能增收。

劳务品牌是有着鲜明地域标记、过
硬技能特征和良好用户口碑的劳务标
识。如何培育现代石雕人才？大足区人
力社保局局长蒋仕惠介绍，他们主要走
了四条路——

依托大足石刻文创园与美院合作契
机，加强大足工匠技能提升培育，每年可
以培育中高级雕刻人才500人以上。

与大足区职业教育中心合作开设石
雕石刻艺术专业，每年培育三年制中职
学生 1000人，“他们中的 80%以上的会
从事雕刻工作，初次就业月薪在3500至
5000元，一年后，多数月薪达到 8000元
以上。”

与复旦大学、川美等高校雕塑专业
合作，选派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进高校

合作培育，每年为高校学生进行雕刻实
操作指导及传统雕刻技艺指导。

采用新型学徒制方式对低收入人
群、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力、退役军人、
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开展技能培训，目前
已累计培育并成功就业创业的就业困难
人员达2000人以上。

大足区人力社保局还通过对全区石
雕匠人进行摸底调查，建立匠人名单，详
细登记石雕人员信息和技能评价，精准
引导其中的新生代石雕工匠去大足区职
业教育中心从事现代石雕技能培训。为
解决在校学生的就业问题，该局还组织
雕塑企业定期进校园招聘石雕专业的学
生，光是近三年就在大足招聘了3000多
名石雕专业学生。

作为大足区职教中心石雕石刻专业
特聘专家，大足石雕首席传承人、中国工
美行业艺术大师刘能风正如同许多老一
辈石雕匠人那样，将自己的毕生技艺一
点一点传承，已通过师带徒方式培养能
工巧匠300余人，指导雕客万余人。

新鲜血液的不断加入，让“大足雕
客”劳务品牌有了勃勃生机。

从小名气走向大市场

杨家盛，是“大足雕客”的一名青年
雕匠代表，他学的是家传手艺，自幼跟从
父亲学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几年前的一个大足石刻石雕工艺
培训班上，杨家盛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
的青年石雕匠人。培训结束后，他相约
10多名同班学员，成立了一家雕塑公
司，独立承接雕刻工程项目。

2020年，他的公司引进数控雕刻设
备，入驻大足石刻文创园经营，第二年的
年产值就达到500万元。

“传统的石雕，几乎都是纯手工，
费时费力且容易受伤。”杨家盛介绍，
以孔雀明王造像为例，纯手工雕刻至
少需要一个月，引入数控雕刻设备可
以省掉初期造型的时间，后期打磨仅
需半个月左右。他有信心让传统手工
雕刻与现代化数控技术碰撞出更多绚
丽火花。

在大足，类似杨家盛这样怀揣创业
梦想的雕客还有很多，在大足石刻文创
园的帮助下，他们借助优质平台，勇敢迈
出了创业第一步。

杨家盛告诉记者，文创园至少从三
个方面提高了“大足雕客”的创业能力。

其一，2万余平方米的创业孵化园，
可为雕客们提供创业指导、创业咨询、事
务代理、政策代办等一站式服务。

其二，园区孵化中心聘请知名教授、
国家级创业导师、行业专家、优秀企业家
等“大咖”对创业”雕客“进行创业培训和
创业孵化指导。

第三，文创园与“大足雕刻协会”牵
头办展，让“大足雕客”从国内一线城市，
走向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

目前，已有 58名“大足雕客”抱团
入驻大足石刻文创园创业，实现年营
收 6000 余元，带动新生雕客 300 余人
就业。

从一种职业到一张名片

如今，叮叮当当的雕刻声响伴随着
“大足雕客”匆匆的脚步，行走在全国乃
至世界，创业就业人员达 11万余人，年
创收达200亿元。

“大足雕客”劳务品牌除了延续传

统的石雕、石刻工艺，还引入了玉雕、木
雕、泥塑等新的作品材料和技术，让从
业者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也
让这块金字招牌有了更大的就业和发
展空间。

据悉，在劳务品牌促就业增收模式
带动下，截至今年1月，“大足雕客”与国
内外23家雕塑企业签下订单，通过和33
家人力资源机构合作，建立长期的用人
保障体系，促进 2万余名劳动者在全国
11个雕刻重点产区就业，人均收入10万
元以上。

“以前是自己一个人做这件事，现在
有一个群体在做这件事，‘大足雕客’劳
务品牌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想
把这项技艺传承给更多年轻人，让更多
年轻人爱上大足石雕。”深耕石雕领域
40多年的刘能风对“大足雕客”劳务品
牌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当前，我市正深入实施双城经济
圈建设“一号工程”。大足石刻文创园
服务中心副主任段勇表示，大足区和
四川省资阳市已共建川渝石刻特色文
创产业公共实训基地，正共同规划建
设川渝雕刻共享产业园。下一步，产
业园有望发挥“虹吸效应”，汇聚十余
万名川渝两地雕客，以“人才链”赋能

“产业链”。

“大足雕客”生长记

□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夏毅是大足区中医院骨伤科副主任
医师，自参加工作以来，他始终坚守初
心、心系患者，用医术守护患者健康，用
爱心传递着真情，用服务奉献着青春，用
行动诠释着医者仁心，在21年的骨科临
床工作中帮助众多骨科疾病患者重获健
康。夏毅在 2022年获评重庆市“好医
生”，今年 2月，他被市卫健委推荐参评
中国“好医生”。

“我又能走路了，感觉真好”

2月 15日一大早，记者在大足区中
医院看到，早早挂了骨伤科号的病人，正
在排队候诊。夏毅开始接诊一位脚伤的
女病人，仔细查看X光片，询问病情，检
查受伤部位……

“每天都是这样，来看骨伤的病人
多，而且急诊多，高龄病人又占大多数。”
忙碌的空隙，夏毅表示，“因此，手术治疗
中存在着高风险，责任大。”

面对着这样的压力，夏毅工作二十
余年来如一日，始终坚持“患者至上，质
量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廉洁行医，以精湛的技术服务老百姓。
每次手术前，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跟患者
和家属沟通，阐明手术治疗的风险性及
并发症，让患者清楚地认识病情，消除其
紧张焦虑情绪，帮助其树立战胜疾病的
信心，以乐观的心态积极配合治疗。

2022年4月20日，大足城区一名93
岁高龄的陈婆婆，因跌倒致右侧股骨粗
隆间粉碎性骨折，来到大足区中医院骨
伤科治疗。

夏毅接诊后，了解到陈婆婆 20天
前，由于患有心肌梗塞，在其他医院接受
过手术治疗。加之她又患有脑梗，致使
行动不便，还有严重贫血、严重骨质疏
松、肺气肿等多种基础疾病，导致身体状
况十分不好。看到这样的场景，患者家
属流露出放弃治疗的想法。夏毅考虑到
若放弃治疗，患者将终身瘫痪在床了。
但继续治疗，又面临极大的风险和挑战。

夏毅与同事在科学、细致地会诊评
估后，反复告知治疗方案和良好预后，让
患者及家属重拾信心。最终，夏毅以精
湛娴熟的技术，在 2小时内顺利完成了
股骨头置换。术后第二天，陈婆婆就能
下地走路了，老人家高兴地说：“我又能
走路了，感觉真好！”

类似陈婆婆的事例，多年来数不胜
数。夏毅的患者都由衷感叹道：“相信夏
医生，只要他在，就有安全感。”他所在科
室也因此收到许多病人赠送的锦旗和感
谢信。

家庭医生把健康服务送到家

“谢大爷，考虑到你年龄大，腿脚不
利索，你到医院去检查也不方便，我们就
到家里来给你做免费体检”“你的心脏功
能不好，要考虑冠心病哟，平时不要抽烟
喝酒，饮食要清淡一点”……2023年新
春伊始，在铁山镇三寨村93岁脱贫巩固
户谢大爷家里，夏毅一边耐心检查，一边

说道。
“这下安逸了，我们这些老年人再也

不用跑10多公里去医院，还不用花钱。”
谢大爷笑呵呵地说。

这是大足区中医院下派挂职医生夏
毅在铁山镇进村入户看病诊病的一个缩
影。

铁山镇位于重庆市与四川省安岳县
交界处，这里地势偏僻，辐射面积 60余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万余人。2021年3
月开始，夏毅被下派到大足区中医院医
共体铁山分院担任挂职副院长。

他总是以身作则，带领“家庭医生”
团队，不怕山高路险、严寒酷暑，日复一
日进村入户，守护着村民们的健康。

除了日常工作，他还定期开展专科
帮扶及技能培训，提高基层医生的医学
知识，有力促进了乡镇医疗水平整体上
新台阶。当地老百姓纷纷表示：“我们在
农村也能享受区级医疗资源，不仅节省
了费用，家里的农活也没耽搁。”

同时，夏毅坚持为群众办实事，通过
进村入户送健康等举措，为当地百姓提
供更优质的就诊环境和诊疗质量。目
前，铁山卫生院辖区已经建设五星级卫
生室 1个、四星级卫生室 3个、三星级卫
生室12个，党员示范工作室1个。

将现代医学融合传统中医治疗

多年来，夏毅热爱学习，刻苦钻研，

曾先后在重庆新桥医院、西南医院骨科、
重医附一院骨科进修学习，积极将传统
中医治疗手段与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紧
密结合起来。

2021年12月，一个桡骨远端骨骺分
离的10岁男孩，在重庆一医院手法复位
后复查，骨骺分离未复位，建议其手术治
疗。但又因手术风险较大，可能影响骨
骺生长，导致畸形愈合。小男孩家人经
介绍后来到大足区中医院找到夏毅。夏
毅仔细询问病情，反复研究X光片，随
即运用中医技术，再次手法复位，经复
查X光片后，发现骨折完全复位。男孩
的母亲激动地说：“太高兴了，孩子不用
开刀了！”

如今，夏毅用现代医学进行四肢骨
折手术治疗，同时开展髋膝关节置换、
胸腰椎骨折、椎间盘突出等手术治疗，
在临床上取得了良好效果。他还充分
利用休息时间查阅文献，学习最新的前
沿技术，先后在各大杂志发表论文十余
篇。在他的带领下，对于股骨粗隆间骨
折、股骨骨折、胫骨骨折的治疗，从原来
的开放复位内固定，到现在基本闭合复
位内固定，减轻了患者痛苦，并且时间
短、恢复快。

“心系患者，守护健康是医生应尽
的责任。”夏毅表示，他将不忘初心，坚
守理想，继续践行医者的使命和担当，
不断提高专业技术，做一名让患者放心
的好医生。

重庆“好医生”夏毅

心系患者 守护健康

大足雕客正在展示石雕技艺。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