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4日，大足城区夏碧路旁梅花吐
蕊，引得过往市民驻足观赏。连日来，气
温回升，大足城区各广场、滨河路等地的
梅花、红叶李花、玉兰花相继盛开，为春
天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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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3月3日，大足石刻研
究院发布公告，于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推出“春风来
信·芳华绽放”特别活动，面向全国女性游客免收五大石
刻景区门票，以石刻瑰宝献礼女性节日，邀女同胞共赴一
场千年文化之约。

公告显示，活动当日，女性游客可畅游大足石刻宝顶
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五大核心景区，深度领略
世界文化遗产的千年魅力。需注意的是，免票范围不含
景区数字影院及交通接驳车服务。

为保障游览体验，景区建议女性游客提前通过“大足
石刻”官方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或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至
售票窗口、自助机办理免票手续。景区提示，若当日客流
量接近承载上限，将启动限流管控，建议游客合理安排行
程，错峰出行。

妇女节当天
大足石刻对女性免费开放

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3月3日，莲花朵朵大足慈
善会组织100多名会员来到古龙镇忠义村茶山基地，开展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茶旅·体验游活动及集体走秀“盛宴”。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体验茶文化过节日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日前，记者从大足区农业农村
委获悉，今年全区将深入实施“稳粮扩油”工程和粮食单
产提升行动，重点推广高产优质农作物种植，通过品种升
级助力粮食稳产增产，以打造优质粮油生产示范区。

据悉，大足区计划推广种植本地高产水稻品种“荃优
1606”或“荃优 919”2万至 5万亩，并同步实施 1.6万亩大
豆（华圣 28）与玉米（禾创 599）带状复合种植，进一步提
升土地利用率。此外，推广种植“嘉油999”油菜5—10万
亩，形成规模化粮油生产布局。

大足区农业农村委主任袁锋表示，新品种的应用将
大幅提升产量和效益。以水稻“荃优 919”为例，该品种
在同等农田条件和成本投入下，亩产可达700公斤，较传
统品种增产约 200公斤。“这不仅直接增加粮农收入，还
将推动‘稻+’产业链延伸发展。”袁锋说。

针对油菜产业，袁锋介绍道：“‘嘉油 999’品种可实
现产量提升20%，出油率增加10%，能进一步强化本地油
料供给能力。”

据悉，此次示范区建设旨在通过良种推广、复合种植
等技术手段，打造西南地区优质粮油生产标杆，促进农业
增效与农民增收。未来，大足区还将加强产销对接，推动
粮油产业全链条升级。

□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春风轻拂，万物复苏，乡村田野与街头
巷尾洋溢着勃勃生机。

在这美好的季节里，一群身着白大褂
的志愿者们穿梭其间，他们带着温暖的笑
容，怀揣精湛的医术，将健康与希望播撒到
群众心中。他们就是来自大足区“重庆好
医护、我为你服务”志愿服务分队的白衣天
使们，他们用行动诠释了医护人员的责任
与担当，成为了大足区医疗卫生领域的一
张亮丽名片。

“志愿队伍”汇聚爱心力量

自 2024年 11月大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办公室发布组建“重庆好医护、我为你服务”
志愿服务分队的通知以来，区人民医院、区
中医院、区第二人民医院、铁山中心卫生院、
智凤卫生院等各级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积

极响应，踊跃报名，他们中有“重庆好医生、
重庆好护士”季度人物获得者，有“大足好医
生、好护士”先进典型代表，也有备受全区人
民信赖的各领域医疗专家，共同构成了志愿
服务的中坚力量。

志愿服务分队成立后，下设5个小分队，
分别驻扎在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区第二
人民医院等 5家单位，每个小分队有 10名志
愿者，共同守护群众健康。

“义诊活动”惠及基层群众

志愿服务分队自建立以来，多次深入社
区、乡村，开展义诊义检活动，将健康送到群
众家门口。

2024年12月，智凤卫生院志愿服务小分
队在重庆“好中医”钟才能的带领下，在大足
吾悦广场举行义诊活动，为市民提供中医药
咨询、把脉问诊、耳穴贴压等服务。

2025年 2月，大足区中医院志愿服务小

分队组织重庆名中医宋越虎等人，进村入户
为群众进行义诊，测量血压、血糖，并针对常
见疾病提供专业的医疗建议。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足医院组织“重庆好
医护、我为你服务”志愿服务小分队到企业、社
区、农村，通过生动的案例和通俗易懂的语
言，向群众普及健康知识和疾病预防知识。

志愿者们表示，参与志愿服务不仅帮助
了群众，也让他们自身收获了成长和感动。
在志愿服务中，他们深切感受到了群众对健
康的渴望和对医护人员的信任，这更加坚定
了他们投身志愿服务的决心。

“穿梭乡野”守护群众健康

“钟医生，我腰身痛起来，全身都在疼、
发麻，心里也不舒服。”在智凤街道高笋村村
卫生室院落，74岁的村民彭恩凤一边诉说病
症，一边伸手让“好中医”钟才能摸脉。

钟才能把脉问诊，仔细查看老人腰椎后，

说道：“您这是骨质增生引起的病情，我给你开
个药方吃，加上平时调理，可以缓解病痛。”

这是志愿服务分队关注“一老一小”等
重点人群的健康需求的一个实例。在义诊
活动中，医护人员耐心为老年人解答关于慢
性病、老年病的疑问，并提供个性化的健康
建议。同时，志愿者们通过入户巡诊、健康
宣教等方式，将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今后，大足区‘重庆好医护、我为你服
务’志愿服务分队还将继续扩大服务范围。
如在爱国卫生月、中医药文化服务月、敬老
月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宣
传活动。”大足区卫生健康委主任谢洪表示，
同时结合线上线下资源，开展远程医疗咨
询、健康科普直播等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
的健康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群穿梭在乡野间的“白大褂”，用他们
的爱心和专业，彰显了医护人员的责任与担
当。未来，他们将继续前行，为守护群众的
健康贡献更多的力量。

大足推广种植本地高产品种
打造优质粮油生产示范区

穿梭乡间田野的“白大褂”

□ 新渝报记者 谢凤

3月4日上午，大足区中医院三级甲等中
医医院授牌仪式举行。大足再添1家“三甲”
医院，标志着全区医疗卫生水平再上新台
阶，大足区中医院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也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足区中医院建于 1974年，自 2021年
成功创建三级中医医院起，便以中医医院三
级甲等中医医院为标杆，奋力推动医院高质
量发展，交出了满意考核答卷：2021年二级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全国22名，2022年全国三
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 238名、列重庆市
中医系统第八名，2023年重庆59家三级公立
医院经济运营考核10名、列重庆中医系统第
四名……

党建引领 以“评”赋能
谋求高质量发展

昨日，走进大足区中医院，只见院区干
净整洁，秩序井然，导医服务细致周到，简约
大气的文化墙彰显出浓厚的中医特色文化
和廉洁文化。

自吹响“创三甲”号角以来，医院坚持党
建引领，全院上下拧成一股绳、鼓足一股劲，
坚持“紧跟西医前沿技术、领跑中医特色优
势”的发展思路，从完善内控制度、优化行业
作风、迈步管理精细化、打造中医药文化环境
体系等方面发力，积极开展党员“亮身份、亮
标准、亮承诺、见成效”的“三亮一见”活动，营
造了党风清正、院风清朗、医风清新、行风清
明的医院环境，形成了强劲的创建合力。

创建过程中，大足区委、区政府给予全
方位支持，助力医院全面夯实基础。支持
1.44亿元专项债券，建成建筑面积约5.5万平
方米的一、二期项目；规划 114亩储备用地，
支持 4亿元，启动建设面积约为 4.38万平方
米的三期项目；对医院高层次人才引进、职
称晋升等政策实行“一事一议”，划拨科研经
费290万。

目前，医院编制床位 400张，开放床位
799张。设置临床科室 26个、医技科室 13
个、职能科室 20个，有职工 667人，其中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 594人。固定资产总值 3年增
加3.8亿元，设备共4100余台、价值1.5亿元，
100万元以上医用设备有25台、价值6602万
元，中医设备674台件、价值946万元。

筑牢发展“硬支撑”的同时，医院不断提
升“软实力”。近年来，医院完善学科带头
人、学术带头人、骨干人才、名中医、继承人
选拔与激励机制和师承等制度，开展医师定
期考核和规培师资培养。中医类别执业医
师较 2021年增加了 52人，增幅 51%，占比达
到 61.60%；高级职称 73人、增幅 19%，硕士
66人、博士 2人、在读博士 2人；有市级名中
医 2人、重庆市基层名中医 2人、大足英才 1
人、重庆市区县医疗卫生学术技术带头人 3
人、医学头雁人才2人、国家特色技术传承人
3人。

此外，医院3年投入课题研究经费462.5
万元，借助高层次人才传承平台开展高水平
科研，科研成果转化临床应用4项，重庆市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2项，临床科研课题立
项52项、其中省部级课题6项。

弘扬国粹 悬壶济世
领跑中医特色优势

如何实现“领跑中医特色优势”？大足
区中医院的答案是：以改善患者就医感受为
出发点，以中医专科建设为抓手，以传承创
新为使命，以夯实人才队伍为目标，突出中
医药特色优势。

将传承创新与专科建设相结合，进一步
做大做强优势专科。柔性引进张英泽院士
团队，2021年成立张英泽院士创新成果成渝
轴线应用基地、打造中西医结合“保膝科”，
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展示出区域影响力。
骨伤科形成中西医双向优势，3年来吸引区
域外患者就诊 6000余人次。针灸科学术带
头人、重庆市基层名中医胡浩带领团队传承
创新吴汉卿教授吴氏针法石学敏院士针法
以及岐黄针疗法等多种针法，打造出颈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病3个
中医优势病种，主研省部级科研2项，指导开
展省部级科研1项、厅局级科研项目6项，主
讲市级继续教育项目17项；建立运动康复专
家袁慎强教授传承工作室，将袁氏整脊推拿
与运动康复结合运用于临床。脑病科、神经
外科、心病科协同康复科开展整合医疗，传
承沈宝藩国医大师“痰瘀同治”学术思想，在
治疗中风偏瘫、心脑血管病等疾病凸显优
势，重症医学科、肺病科运用方邦江岐黄学
者学术思想，对耐药菌感染治疗效果良好，
有效减少了抗生素使用和缩短住院时间。

同时，传承工作室成为提升中医内涵的
强大牵引力。各高层次人才传承平台培养传
承人才59名，中医药专家工作室培养传承人

才27人，收集整理名老中医医案400余篇、经
典医案33个，形成中医优势病种5个、老中医
经验方38个，开展临床应用5000余例。

建立中医“四个全院化”机制。统一管理
“中医经典、中医外治、中医康复、中医治未
病”四类别的中医专家，到临床开展诊治和指
导，使中医诊疗行为更加规范。理法方药的
一致性比例从 62%提升 90%，门诊中医辩证
准确率达 94.31%，住院中医辩证准确率
97.00%，门诊中医治疗率达81.55%，住院中医
治疗率 96.84%，出院患者中药饮片使用率
86.18%，门诊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率13.21%，
住院中医非药物疗法治疗率87.73%。

此外，该院还通过平移浙江省中医院特
色技术、与药企合作研发中药制剂、创新搭建
治未病平台、重构门诊中医综合治疗区、拓展

“小病种”等举措，不断提升中医特色优势。
截至目前，医院已获批重庆市中医特色

重点医院项目，新增中医特色技术 13项，总
计特色技术 60项，医院独有特色技术 10余
项；自拟中医护理方案 10个，优化中医护理
方案 28个，开展中医护理技术 31项，重点专
科开展6项以上、各科室4项以上，护士均掌
握18项中医护理技术；中药饮片收入占比提
升至31.87%，中医处方占门诊处方比例提升
至67.22%，中药饮片占门诊处方比例提升到
46.31%。

勇于担当 优化服务
守护百姓健康

今年新年伊始，大足区中医院探索实施
医防融合机制，推行慢性病诊疗一体化模
式。走进医院门诊部，在一楼、二楼设立的
慢性病管理工作岗位特别引人注目，便民门
诊的专业医师正积极参与慢性病的诊断治
疗、预防保健、长期随访等各项管理工作。

大足区中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往患
者出院后，医院很难及时跟进了解他们的康

复情况。但现在，慢性病管理师会按医嘱对
患者进行定期跟踪随访，并对其不健康生活
方式进行干预指导。如今，越来越多的慢性
病患者享受到了医防融合带来的便利。

医防融合，是大足区中医院提升服务功
能，守护百姓健康的创新探索之一，目前医
院已与所辖 2家中心卫生院、24家村卫生室
形成26个网格，共同开展中医药健康管理服
务项目，实现了“一根线、上下联、医防通、健
康融”。

近年来，医院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服务功能，促进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以切实行动彰显医者仁心。

医院全力完成对口帮扶忠县各项任务，
帮助万盛经开区、南岸区中医院成功创建二
级甲等中医医院。有序推进中医院医共体
改革，帮助大足龙岗、中敖分院成功建成甲
级卫生院，广泛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帮助开
展新技术新项目 10余项、专业知识培训 20
余次。

为增强患者体验感，医院一站式服务中
心搭建起“集束化”“流程化”服务平台，承担
导诊分诊、预约办理、综合咨询、投诉接待、
病历复印、证明签章、日间手术预约、预住院
等服务内容，并增设微信挂号及扫码支付功
能，优化诊间支付。

为全力保障质量与安全，医院大力实施
三年医疗质量提升行动，以18项核心制度执
行和理法方药一致性为抓手，闭环管理医疗
质量。

此外，医院还扎实开展药事服务。开设
药学服务门诊，取得PICC药学服务门诊国家
级验收授牌，调剂使用中药制剂品种 31个，
刘臣华名中药专家工作室收集整理手稿资
料80多件，“鹿茸蜜丸传统制作技艺”获得重
庆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大足区区级非
遗产，多次参加国内非遗展活动好评，市卫
健委通报表扬。

“经过三年的创建，医院综合实力大幅
提升。比成功创建‘三甲’医院更重要的是，
要为全区医疗卫生事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
任，更好地服务人民生命健康。”大足区中医
院党委书记张军表示，下一步医院将深化巩
固创建成果，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全生命周
期、全健康过程、全服务链条中的独特优势
和作用，大力开展名方、名医、名科、名院建
设，助力大足加快打造“中医药健康服务示
范区”，让老百姓享受到高品质的中医药健
康服务。

筑梦“三甲”终有成 肩扛使命再出发
——大足区中医院创建三级甲等医院纪实

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3月3日是第26个“全国爱耳
日”，大足区残联的工作人员联合大足区人民医院、大足
区中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和志愿者，在雍溪镇开展以“健康
聆听 无碍沟通”为主题的爱耳日系列宣传活动。

在雍溪镇博爱广场，大足区残联的工作人员向群众
发放爱耳宣传资料，耐心讲解护耳健康知识，以及惠残政
策、辅具政策等。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及
志愿者为群众提供免费听力检测、耳道检查、血压检查及
护耳咨询。

在雍溪实验学校，大足区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
医师刘勇以《健康聆听 无碍沟通》为题，给5年级的孩子
上了一堂科普课，通过动画演示等形式向孩子们讲解噪
音危害、正确用耳习惯及突发耳疾应急处理知识，并现场
为孩子们做了耳道检查。

据了解，全国爱耳日的设立旨在提高公众对听力保
护的重视，宣传听力保健知识，以减少听力损失的发生。
近年来，大足区残联将残疾预防与康复工作摆在重要位
置，多措并举，有效减少和控制听力残疾的发生。

大足区残联开展
爱耳日系列宣传活动

日常生活中，一些看似平常的行为习惯，却可能悄然
损伤听力健康。专家提示，听力健康需要主动呵护，若长
期忽视用耳保护，可能引发不可逆的听觉损伤。

近日，西南医院耳鼻咽喉科接诊了多例突发性耳聋患
者，其中不少患者有长期熬夜、作息紊乱的习惯。西南医
院耳鼻咽喉科主任钟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突发性耳聋已
非中老年人“专利”，年轻群体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过度疲
劳、精神压力大、睡眠不足是重要诱因，需引起公众警惕。

钟诚介绍，突发性耳聋是指 72小时内突然发生的、
原因不明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患者可能出现单侧听
力下降、耳鸣、耳闷胀感甚至头晕等症状。

针对年轻群体对听力健康的忽视，钟诚解释：“许多
人以为耳朵‘嗡嗡响’休息两天就能好，或担心影响工作
学习而拖延就医。但突发性耳聋的黄金治疗期是发病后
一周内，尤其是前3天治疗效果最佳。”目前，该病主要采
用糖皮质激素、改善微循环药物、高压氧等综合治疗手
段，早诊断、早干预是关键。

对于如何预防，钟诚建议：避免长期熬夜，保证每日7-8
小时睡眠；此外减少戴耳机时间，音量控制在60分贝以下；三
是学会缓解压力，避免情绪剧烈波动；四是若出现听力骤降、
持续耳鸣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诊。“尤其是‘熬夜党’等高
危人群，更要关注身体信号，别让不良习惯‘偷走’听力。”

据华龙网

相关新闻

长期熬夜、作息紊乱
这些习惯正在“偷走”你的听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