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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换家医院看病，同样的检查得再
做一遍，既花钱又费时间，现在好了，检查结
果互通互认，省心又省钱！”提起大足区推行
的“医检互认”改革，刚在不同医院完成复诊
的市民王先生深有感触。曾经，重复检查是
群众就医的“心头刺”，不同医院间检查结果
互不认可，不仅加重患者经济负担，还耗费
大量时间精力。如今，大足区深入推进“医
检互认”改革，让这些难题成为历史，医改惠
民红利持续释放。

此前，群众就医面临诸多困境。一方
面，重复检查增加患者负担，就医体验差、满
意度低；另一方面，医学专业性强，不同医院
检查结果差异大，医疗事故风险高，导致医
院存在“不愿认、不敢认、不会认”的情况。
为破解这些难题，大足区将医疗机构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数字化改革纳入全区重点项目，
依托“一朵云”“一平台”“一应用”，再造业务
流程，统一互认标准，全力推进改革落地。

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大足区通过完善功
能改造，打破“信息孤岛”。投入450万元对
基层医疗机构信息系统进行升级，打造集医
疗、公卫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系统。推动远
程服务与业务协同，为基层提供医学影像云
服务；集中部署区域实验室检验信息系统和
影像平台，汇聚26家基层医院影像、检验等
数据并融入全市。同时，加快信息化建设，
实现检查资料数字化存储传输，建立数据
库，开展项目名称标准化治理，实现重复检
查提醒、互认监管与成效统计，为“医检互
认”筑牢信息化根基。

加强全程质控是改革的关键一环。大
足区健全66项X线、49项CT、26项MR等项
目标准，统一项目目录、编码和质控标准，确
保“精准互认”；规范数据流转技术规范，实
现与市级平台无缝衔接；开展“线上+线下”

技术培训 132场次，现场质控 30家次，覆盖
5638人次，建立“1+1+30”质控体系，把控互
认各环节，保障质量安全；发挥医共体、医联
体作用，建成远程心电、影像等资源共享中
心，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和区域规范化
互认，患者还能通过小程序在线查看报告。

服务迭代升级让改革更有温度。大足
区联合印发DRG付费改革方案，合理确定
医保基金预算，将成本节约转化为医院节
支，实现多方受益；实时监测数据共享和结
果互认，对关键指标统计分析，自动干预不
合理检查；出台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建立绩效分配制度，2024年门诊次
均费用、住院次均费用分别降低 1.34%、
3.9%，胸部CT单个项目人均节省检查时间
2小时以上。此外，重视宣传告知，今年全
区已实现互认 1472人次，节约诊疗费用 40
余万元，改革成效显著，获市领导充分肯定。

如今，大足区“医检互认”改革成果斐
然。在全市层面，已与 1233家医疗机构互
联互通，实现与公立医疗机构互认全覆盖，
打破层级与机构壁垒。基层医疗服务更加
便利，资源共享中心的建成，让患者在镇街
卫生院检查，三甲医院就能读取报告，省时
省力。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红利，全区互认
率超34%，累计节约诊疗费用超70万元，相
关做法被《重庆医疗管理》刊载，成为医改领
域的亮眼范例。

从打破信息壁垒到强化质量控制，从优
化服务流程到释放惠民红利，大足区“医检
互认”改革的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有力。这项
改革不仅提升了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更让群
众就医更便捷、更舒心。未来，大足区将继
续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医检互认”体系，为
推动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增进群众健康福
祉贡献更多力量。 （大足区卫生健康委）

在大足区的乡村，曾经“最后一公里”的寄
递难题如今已成为历史。2024年，全区农村地
区快递业务量约2672.7万件、同比增长47.3%，
今年1—4月，这一数字攀升至约1160.37万件、
同比增长 54.08%；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 6.2亿
元，农村市场净增信贷达1.76亿元。

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大足区深入推进“邮
运通”试点建设，全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新业
态新模式的生动实践。凭借突出成效，大足区
不仅成功入选交通运输部与国家邮政局联合
发布的“农村物流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名单”，
还获评 2024年全市“邮运通”试点建设成效突
出区县，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023年 11月，“邮运通”模式推广被提上
日程，2024年 5月，重庆市紧跟步伐印发相关
行动计划。大足区积极响应，凭借自身优势成
功跻身全市首批“邮运通”试点区县，并于2024
年 9月印发行动方案，一场关于农村寄递物流
服务升级的探索正式开启。

强化组织协调，凝聚多方合力，是大足区
推进“邮运通”试点建设的关键一步。区政府
分管副区长亲自挂帅担任组长，交通运输部门
发挥主导作用，携手中国邮政大足分公司这一
央企，联合邮政管理、农业农村、商务、供销等
多个部门，同时整合快递企业、运输企业资
源。在条件成熟的镇村，“邮运通”工作专班迅
速成立，构建起“部门联动、政企协作、企企合
作”的高效组织构架。各参与方各司其职、协
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此外，相

关工作被纳入区政府“赛马比拼”考核体系，通
过“督”与“导”结合、一体谋划的方式，实现高
位推动，为试点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优化寄递网络，创新技术应用，让农村寄
递物流服务更高效便捷。大足区对1个区级共
配中心、3个镇级共配中心以及20个村级综合
便民服务站进行改造升级。在龙水镇高坡村，
一座500平方米的多功能农村电商直播间拔地
而起，这里不仅是农产品展示销售的平台，更
实现了物流网络与电商直播的深度融合，兼具

“党建展示+产业直播+村史宣传”等多种功
能。高升镇旭光村、古龙镇忠义村等 5个村级
站点推行“村支书兼任站长、村支两委负责管
理”新模式，以党建统领快递进村工作。同时，
17条“客货邮”“邮运通”定制专线开通，无人
车、无人机、机器狗配送快递测试也在有序开
展，全力打通快递进家门的“最后1米”，让农村
居民享受与城市一样高效的寄递服务。

发展农村电商，助力特色农业腾飞，是
“邮运通”试点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依托电
商产业园优势，大足区实施电商赋能乡村振
兴计划，借“邮运通”试点建设的东风，推动电
子商务与快递物流融合互促、协同发展。通
过分类别、分层次开展农村电商、跨境电商等
专项人才培训，逐步构建起完善的“电商产业
园—镇街电商综合服务站—村级电商直播平
台”三级农村电商体系。龙水镇积极探索“党
建+直播”模式，组建起由“书记+网红+专业团
队”构成的直播队伍，100余场直播让大足土

鸡蛋、折耳根、雷竹笋等农特产品走向全国市
场。如今，大足区累计培育 6个农村电商主导
产业，打造 26个优秀农村电商品牌，孵化 522
个农村电商产业服务站，“摩托书记”“大足余
主任”等农村电商“直播网红”不断涌现，累计
开展涉农产品直播超 3万场，销售额达 2755.7
万元，“邮运通”在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方面成
效显著。

在“邮运通”试点建设过程中，大足区还实
现了寄递运输服务的持续优化。4条“双链线
路”产销规模达217.61万元，4条“客货邮”线路
盘活 5辆农客和公交，日均代运邮件 1400件、
报刊1500份；5条“电商专用、农产品产地直供
运输”货运专线，让镇（街）至区、行政村至区、
行政村至镇（街）的货车载货量大幅提升，成功
获评全市“农村物流三级服务体系融合发展”
示范创建优秀区县。

如今，穿梭在大足乡村的无人配送车、热
闹非凡的电商直播间、不断刷新的农产品销售
数据，都在诉说着“邮运通”试点建设带来的深
刻变革。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田间地头，
满载农货的“客货邮”专线已开启新一天的征
程；夜幕降临，直播间的灯光依旧明亮，主播们
热情洋溢地向全国网友推介大足好物。这一
幅幅生动的乡村振兴图景，正是大足“邮运通”
模式结出的累累硕果。随着“邮运通”模式的
持续深化，大足区将继续以创新为笔、以实干
为墨，在广袤乡村绘就更加绚丽的发展画卷。

（大足区交通运输委）

从国家 3A 级景区的成功创建，到获评
“2024年度美丽中国・ 深呼吸乡镇”“重庆市乡
村振兴示范镇”等多项殊荣；从长虹村入选“清
廉村居建设优秀实践案例”，到 2023—2024年
连续两年获市政府真抓实干激励，重庆市大足
区拾万镇在和美乡村建设的征程上，交出了一
份亮眼的答卷。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拾万镇围绕“新貌新路新风”持续发力，一
幅“美富乐”的乡村新图景正徐徐展开。

曾经，乡村人居环境问题制约着拾万镇的
发展。如今，这里已实现华丽转身。通过聚焦

“宜居新貌”，分类整治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
颜值大幅提升。在“点”上，大力整治旧房，拆
违治乱，规范圈舍、柴棚等功能区，留存抱房院
落等特色建筑。开展“三洁”庭院建设，利用闲
置院落打造“三微园”，120个“三洁”庭院错落
有致，构建起“一院一风景，一湾一风情”的格
局。在“线”上，常态化推进“五清理一活动”，
规划乡村公路绿化彩化带、彩色步道。挖掘花
卉瓜果资源，结合二十四节气建成农耕文化长
廊，绘制主题壁画，打造植物染绣景观，赋予村
落独特魅力。在“面”上，完善废弃资源收储利

用体系，建立垃圾“户分类、组保洁、村收集、镇
转运”处置机制；实施全域土地整治、高标准农
田建设和河道整治工程，推动“田园变公园”。
最终，拾万镇分类提升农房品质75户，打造15
处景观小品、3处入口节点，新增绿化面积 2.2
万平方米，340个“三微园”点缀乡村，还成功承
办全区人居环境整治现场会，获评巴蜀美丽庭
院示范片。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先行。拾万镇聚焦
“宜业新路”，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致富路。党
建引领下，“稻+”产业联合党支部成立，引导业
主抱团发展，培育“冬虾”“虾米”区域公用品
牌，8000亩全域稻渔综合种养规模效应显著。
文旅业态融合发展，举办稻虾菜花文化季等活
动，年接待研学学生突破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超 800万元。电商直播也成为致富新引擎，打
造“拾万优选”农产品直播小院，建立新媒体账
号矩阵，促进农产品畅销。“尊香园”松花蛋登
上央视《共富经》，植物染绣工坊更是亮相央视
多个知名节目，还挂牌成立“重庆市国际设计
合作交流中心”大足工作站。此外，新引进中
药材、赤松茸等产业，全镇村集体经济总收入

超660万元，乡村发展活力十足。
除了环境美、产业富，拾万镇还聚焦“和美

新风”，做优社会治理，让乡村充满欢乐与温
情。建立“党建+共建、激励+机制”工作体系，
完善“141”基层智治体系，推动党员干部下沉
服务。落实“一约四会”制度，建立“一院共享、
一堂议事、一站颐养”民生服务阵地。开展“小
积分”换“小奖品”、“小奖牌”带“大奖励”活动，
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清廉村居建设成效显著，
获评清廉重庆建设优秀实践案例，还承办了全
市相关现场推进会。“141”基层智治体系发挥
实效，“时间银行”“小院家”等平台激发自治动
力，长虹村村规民约入选川渝优秀村规民约，
移风易俗工作在全市妇联家庭建设工作会上
作交流分享。

如今，拾万镇正以更坚定的步伐，向着
“美富乐”的更高目标迈进。清澈的河道倒映
着粉墙黛瓦，直播镜头里农特产品畅销全国，
村头巷尾的欢声笑语传递着幸福温度。这里
的“新貌”惊艳了时光，“新路”拓宽了未来，

“新风”温暖了人心，已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
下的生动样板。 （大足区拾万镇）

聚焦“新貌新路新风”绘就和美乡村“美富乐”

近年来，国家及重庆市相继出台《中医药振
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等政策，大力推动中
药制药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大足区积极
响应，成立现代中药产业培育专班，全力培育
中药产业发展沃土。重庆祥源中药（集团）有
限公司作为区内中药产业龙头与专精特新企
业，投资建设的“大足区智慧药房共享中心”项
目，更是成为区域中药产业升级的强劲引擎。

走进祥源中药厂区，投资约2000万元建设
的中药智能化煎制系统正高效运转。该系统
深度融合计算机控制、物联网及互联网技术，
特种不锈钢药罐搭配智能加热装置、自动控制
系统和清洗系统，精准模拟传统煎药火候，让
每一味中药都能释放最佳药效。企业开发的
处方管理系统、智能煎药软件与医院HIS系统
无缝对接，自动接收处方信息并生成个性化煎
煮工艺单。传感器实时监测煎煮温度、时间、
加水量等关键参数，确保每剂药的工艺一致
性。目前，一期生产线已实现单日处理 600张
药方，待二期建成后，单日处理量将攀升至
1700张。不仅如此，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打造
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从处方接收、饮片来源，到
调剂复核、煎煮过程、成品配送，均可 100%溯
源，配合 1400平方米高标准化验室严格把控，

确保产品质量符合国家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
范（GMP）及更高标准。

祥源中药深知文化是中医药产业发展的
灵魂。在厂区内，“雷敩传承基地”古色古香，
企业深入挖掘、整理《雷公炮炙论》等传统炮制
技艺，通过举办培训、技能大赛、学术论坛等活
动，将古法智慧与现代生产技术融合，提升特
色饮片品牌价值。旗下近1000亩的“望斛达生
态中药材科技示范园”更是亮点十足，园区集
种质资源保护、良种繁育、示范种植、研学教
育、科普宣传于一体，设有中医药主题文化馆，
成为展示中医药文化、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的
重要平台。同时，企业与西南大学药学院、重
庆市中药研究院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紧密合作，
依托园区专家楼、种质资源库等设施，开展中
药材种质创新、炮制工艺优化等研究，为产业
升级注入科技动力。

为让优质中药服务惠及更多群众，祥源中
药全力打造“智慧药房共享中心”，致力于覆盖
大足区、辐射周边区县。其数字化、柔性化生
产车间，为区域内医疗机构和患者提供高效、
便捷、安全、标准化的中药代煎及配送服务，切
实解决个体煎药质量不均的难题。企业还依
托成熟流通渠道，构建起从中药材种植、饮片

生产到终端配送的完整服务网络，GMP标准车
间年产饮片 350吨。此外，积极寻求接入区域
健康信息平台，推动资源更大范围共享

如今，智慧药房共享中心项目的成效已逐
步显现。经济效益上，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新
增年产值约3600万元，助力祥源中药向年产值
亿元级目标冲刺，同时降低了医疗机构自建煎
药房的成本，提升区域中医药服务经济效能。
质量品牌方面，数字化煎制与全程溯源让中药
煎剂质量更稳定、安全，“祥源”品牌市场竞争力
显著增强，雷敩传承基地和生态文化园成为区
域中医药文化的闪亮名片。社会效益更是可
观，项目不仅直接提供生产、研发等岗位，还带
动中药材种植、文旅研学等产业链就业；“智慧
共享中药房”模式让患者服用中药更便捷，基层
中医药服务能力大幅提升，通过订单合作带动本
地农户参与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助力乡村振兴。

大足区智慧药房共享中心俨然已成为中
药产业数智化转型的“强磁场”，吸引着技术、
人才、资源在此汇聚，重塑着区域中药产业发
展版图。数字化煎制的精准高效、文化赋能的
深厚底蕴、共享服务的广泛覆盖，让传统中医
药在现代科技的赋能下焕发新生机。

（大足区农业农村委）

漫步在城市街头，看似毫不起眼的窨井
盖，却与每一位市民的出行安全息息相关。
松动的井盖、缺失的盖板，每一处隐患都如
同潜藏的“马路陷阱”，随时可能威胁行人与
车辆的安全。然而，在大足区，这样的担忧
正逐渐成为历史。

在这里，一场关乎“脚下安全”的数智变
革悄然发生。大足区城市管理局深植人民
城市理念，以“一地创新・ 全市共享”为导
向，开发“数治窨井盖”应用，开启了守护群
众“脚下安全”的数智化新征程。通过引入
前沿数字化技术，大足区城市管理局成功构
建起西部首个“全要素感知、全周期管理、全
链条处置、全社会参与”的窨井盖“智”治体
系。如今，行走在大足的大街小巷，窨井盖
问题投诉率下降97%，问题发现至解决时间
缩短 93%，曾经令人头疼的管理难题，在数
智力量的加持下迎刃而解。

在构建“智”治体系的过程中，大足区首
先对窨井盖管理业务进行深度拆解与系统规
划。聚焦“管”“治”核心职能，梳理出5个业
务模块、13个业务单元和19个业务事项，集
成“建档赋码”“运维管理”等4个一级场景与
14个二级场景，让复杂的管理工作变得条理
清晰。编制《“数治窨井盖”应用日常巡检维
护指南》等操作细则，配套建立“全生命运维
管理”“多元主体闭环处置”“安全运行效能评
价”3项机制，为管理工作提供制度保障。设
置“窨井盖完好率”“事件按期处置率”等5项
KPI考核指标，确保管理工作有量化标准。
借助AI赋能，构建“3+N”窨井盖管护体系，建
设“窨井盖事件处置智能匹配”等能力模块，
通过AI算法分析评估巡检养护效能与部门
履职效率，优化养护策略，提升管理效能。

为实现高智管理，大足区在“数治窨井
盖”应用开发上狠下功夫。开展专项检查和
全覆盖普查，厘清 11大类、4.3万个窨井盖
的材质、规格、位置、权属关系等基础信息，
为每个窨井盖赋予电子“身份证”，做到“一
井一档案，一盖一编码”。在人口密集、洪涝

易发、监管盲区等高风险区域，安装2000余
个二维码铭牌和415套感知设备，构建起全
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监测预警体系，7×24
小时智能捕捉窨井盖位移、危险气体超标等
异常情况。同时，接入“渝快办”“微信”等应
用扫码功能，整合“民呼我为”“网络问政”等
信息上报渠道，让安全隐患无处遁形，实现
快速发现与响应。

试点运行阶段，“数治窨井盖”应用展现
出强大的实战能力。在三级治理中心，348
余件窨井盖事件得到高效贯通处置，3条应
急预案配置完善，应急处置流程进一步优
化。应用在“渝快政”“渝快办”成功上线，拓
宽市民参与管理的渠道。组织行业主管部
门和权属单位开展10余次软件使用和业务
培训会，累计形成 26.7万条巡检打卡记录，
实现管理业务全覆盖、全联网、全协同。

如今，大足区窨井盖“智”治体系成效显
著。在实践成果方面，通过AI、云计算等技
术深度挖掘分析数据、合理配置资源，大幅提
升城市智治水平；四大功能模块实现7×24小
时动态监管，筑牢城市安全底座；打通便民渠
道，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协同+市民监督”的
共建共治模式，市民累计上报问题172起，问
题发现率提升至98%，按期处置率达100%。
制度创新上，构建起全生命周期运维管理、多
元主体闭环处置、安全运行效能评价三大机
制，推动管理向精准化、一体化转型。该体
系更形成“技术标准输出+治理模式复制”的
双重示范效应，成为西部首个此类“智”治体
系，在人民网、央广网及重庆日报等多家主
流媒体上获得宣传报道，影响力辐射全国。

从细微处着手，以数智化破题，大足区
在窨井盖治理上的创新实践，不仅守护了群
众的“脚下安全”，更探索出一条城市精细化
治理的新路径。未来，大足区将继续深化数
智赋能，不断完善窨井盖“智”治体系，为城
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更多可借鉴的经验，让城
市运行更安全、更高效、更温暖。

（大足区城管局）

数智赋能破难题数智赋能破难题
大足构建西部首个窨井盖大足构建西部首个窨井盖““智智””治安全网治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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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药房共享中心引领中药产业数智蝶变

“医检互认”改革让就医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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