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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拓展深化拓展““三争三争””行动行动 推动推动““四领一促四领一促””工作工作

本报讯 4 月 6 日，沪明台两岸
三地公益青年交流乡创分享会在三
元举办。

在明期间，来自沪明台三地的公
益青年们实地考察三元区岩前镇忠
山村、莘口镇楼源村和栲林学社等
地，走入乡野田间，寻根传统文化，在
所见、所学、所感、所想、所创的基础
上，探索乡村运营、社区营造实践，形
成了各种创意方案。

此次沪明台公益青年可持续乡

创营队活动由上海市杨浦区赋启青
年发展中心主办。营队带领一群对
生活有热情、对未来有理想且富有
创造力的青年们深入三元的田间地
头，了解乡村传统文化，充分挖掘本
土资源，并进行社会创新，汇聚乡建
乡创、同心奋斗的青春力量，共同探
索海峡两岸乡村融合发展的新路
径、新方法，真正实现青年与乡村双
向赋能，助力三元乡村振兴可持续
发展。 （三元记者站 张倩茹）

三元：
沪明台公益青年交流乡创分享会举办

本报讯 清明放假期间，我市受
强对流天气影响，境内遭遇冰雹、雷
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宁化、建宁、大
田、小陶、文江、坂面等6个水文工作
站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面对严峻
形势，三明水文分中心迎难而上，积
极应对入汛以来的第一场洪水。

强降雨发生后，全中心上下高
度重视，严阵以待，密切关注雨水情
变化，于4月4日5时正式启动防汛
IV级应急响应。分中心领导班子带
头深入一线指挥，水情中心及各水
文站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到岗启动防
汛加强班，加强雨水情监测和滚动
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

面对此轮降雨强度大、变化多、
影响广、持续久等困难，分中心积极
组织水情预报服务突击队技术骨干

开展专项分析研判，重点采用气象
数值预报成果、前期预报方案与智
慧洪水预报平台“三向发力”机制，
先后在清明节期间发布洪水预估报
3期85站次、洪水预报7期、洪水蓝
色预警5期、山洪灾害风险专题服务
15期、中小河流预警4期，报送节假
日专题水情信息5期，及时为全市防
汛抢险决策提供科学详实的依据。

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落实与
各级防汛部门的会商研判机制，分
中心和各水文站先后参加各级防汛
会商研判23次，努力构建横向联动、
纵向延伸的高效联动，协力实现“精
准监测、精准预报、精准预警”，最大
程度降低洪水灾害损失。

（全媒体记者 梁梦婷 通讯员
罗 宏）

三明水文分中心：
全力应对入汛以来第一场洪水

本报讯 4月1日，中国林科院、
福建农林大学专家组到大田梅林国
有林场，开展场校技术支撑合作。

专家组深入林场展示馆、梅林
管护站草珊瑚林下种植推广基地及
梅林村等地，围绕林业科技、林下经
济、“林场+”、场村共建等特色工作
进行现场指导。在林下经济和研学
基地建设等方面，开展项目开发，切
实开拓林场发展新道路，实现互利
共赢，高质量发展国有林场产业。

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
研究员郭子武表示，国有林场要带
头科技赋能发展，创新引领未来的
理念，大力推动林业科技成果转化，
带头做好示范作用，促进林业增产、
林农增收，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事业，
助推林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共享、共

创、共富；依托自身特色文化，做具
有可操作性的自然科普教育，让学
生从中探索生物的奥妙，增长科普
知识、热爱自然。

大田梅林国有林场现有林地面
积8.78万亩，森林总蓄积量120万立
方米，是福建省国有林场试点建设
单位。近年来，林场积极探索发展
国有林场增长点，利用森林资源推
广林业科技，开发研学教育基地，与
福建农林大学合作利用老场部开办
森林康养班。同时，场村共建，盘活
土地，带动当地村集体和村民增
收。2020 年以来，场村合作造林
4193亩，制发林票质押给银行，让资
产变资金。

（大田记者站 林生钟 通讯员
陈洪华）

大田梅林国有林场：
开展场校技术支撑合作

本报讯 “通过本次的培训，
我学习了测量放样、造价软件等的
基础操作，提升了自己的实践操作
能力。”4月1日，三明市公路桥隧
保障中心新入职技术员卓伊维开心
地说。

近日，三明市公路桥隧保障中
心利用项目开工前的空窗期，采取

“传帮带”和“走出去”的办法加强学
习实践，提高工程技术人员专业水
平，积极备战项目建设。

以“传帮带”的方式传授知识，
提升技能。由有经验的工程师对刚
入职的年轻工程人员进行工程施

工、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实战培训，根
据项目施工实际需要，逐一掌握测
量放样、纬地道路等专业技能，帮助
他们快速提高实践操作能力。

“走出去”开拓视野，汲取经
验。桥隧中心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带
着问题“走出去”，先后前往省内沥
青路面施工标杆企业交流学习。引
进先进经验，交流创新举措，根据国
省干线公路工程项目实际进行梳理
研讨，实践总结相关经验，为高质量
服务项目建设提供技术保障。

（全媒体记者 陈 睿 通讯员
邱思晨 徐晓莹）

市公路桥隧保障中心：
以学促干备战项目建设

将乐：法治进课堂
3月25日，将乐县检察院的未检干警前往将乐县水南小学，为学生们讲

授“预防校园欺凌”主题法治课。干警们详细阐述了校园欺凌的各种形式、所
带来的危害以及有效的应对方法，鼓励大家勇敢地反对校园欺凌，并运用法
治思维来解决相关问题。 （林思雨 吴靖雯 摄影报道）

清明假期，在沙县区总医院健
康管理中心，不少市民和回乡的小
吃业主趁着假期，来到这里为自己
或者家人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得益
于三明市医改，沙县老百姓都愿意
回家就诊、体检，享受这里优质的
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

当前，沙县区总医院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牢记重要嘱
托，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
念，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深入实施医疗资源互通共享，并紧
抓医联体建设、沪明对口合作等机
遇，推进医改不断走深走实，全方
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资源互通共享
健康有“医”靠

“好，转头，这样痛不痛。”3 月
21日，一场特色专科下乡巡诊活动
走进沙县区夏茂镇，来自区总医院
康复科、眼耳鼻咽喉科、肾内科及
骨科的专家下沉一线坐诊，为村民
提供家门口的医疗服务。

今年 72 岁的村民罗永招因为
经常腰疼腿疼，多次想去区总医院
检查，但由于年纪大进城看病不
便，便一直拖着。听说了这次巡诊
活动，他一早就来到现场排队。

像这样的巡诊活动，沙县的各
乡镇每个月都有开展。近年来，沙县
区结合“千名医师下基层”对口支援
工作，进一步建立完善巡诊机制，着
力解决基层技术力量薄弱、群众基
本就医需求保障不足等问题。

一方面，区总医院发挥医共体
优势，结合受援分院常见病、多发
病疾病谱需求，科学、精准动态派
驻医师。另一方面，帮扶医师通过
出门诊、管病床、做手术等方式，利
用教学查房、病例讨论等形式，为
基层群众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的诊
疗，为基层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
卫生人才，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服务能力。

“总院的巡诊，对我们基层分
院帮助很大，除了提升医务人员业
务外，全院整体的管理体系也得到
了提高。”沙县区总医院夏茂分院
执行院长曹清水表示。

此外，沙县区总医院还建立医
务人员下乡巡诊考核与激励机制，
落实晋级主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
职称考评“凡晋必下”制度，每年安
排区级晋级医师下基层服务时间
累计不少于30天，调动医师帮扶积
极性，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县级医
院医疗卫生服务。

2023年以来，沙县区总医院共
开展下乡巡诊活动206 批次，参与
医生达 441 人次，举办各类技能培
训、业务讲座46场；省级以上专家
到沙县区开展义诊、帮扶指导66人
次，门诊56次，讲座4次，教学查房
12次，病历讨论及会诊7次，手术示
教9次，服务群众达1200余人次。

医院“管的宽”
健康有保障

沙县区高桥镇上里村卢先生
一家人常年在深圳经营沙县小吃，
去年春节返乡时，收到了由沙县区
总医院为50周岁以上小吃业主们
提供的免费健康体检券。想到自己
有高血压家族史，卢先生就赶紧上
医院进行体检。

“免费健康筛查后，发现血压
偏高、超重。医务人员提醒我，直系
亲属有高血压的，本人患高血压的
概率比平常人要高，平常要注意饮
食、运动、监测血压，服务特别周
到。”卢先生说。

将医疗端口前移，实现“早发
现、早干预、早治疗”，是沙县区总
医院积极建设健康管理体系的生
动写照。

2016年，“健康中国”上升为国
家战略，“健康福建”启动实施，三
明医改也开始了“治已病”和“治未
病”并重的改革新探索。

在此基础上，沙县区总医院以
“两师两中心”为重要载体，开始探
索建立全民健康管理制度。去年 5
月，疾病管理中心通过初期验收，
成为全省首个县级通过初期验收
的医院。医院完成了 100 余名健康
管理师和疾病管理师培训及结业
考试，打造集预约、导诊、疾病管
理、慢病随访等功能于一体的“一
站式”便民服务平台。目前，沙县区
总医院疾病管理中心累计排期
26078 人，累计随访 33873 人次，评
估总数168207份，生成六大处方总
数91018份。

去年 9 月，沙县区健康管理中
心正式启用，实现健康体检与就医
分离，每天可完成约150人体检；开
展建立健康档案、体检结果解读、
健康指导、疾病管理等检后服务。
同时，抓好医防融合，结合体检、门
诊等工作开展乙肝、HP 幽门螺旋
杆菌筛查、肠癌早筛基因免费检
测，落实全程健康管理，累计服务
17000余名群众。

随着三明医改进入治未病、大
健康的新阶段，沙县区总医院近年来
还着手实施沙县小吃健康赋能计划。

“我们根据小吃业主们久站、熬
夜等工作性质和强度，选取血尿常
规、生化全套、心电图、腹部彩超、中
医四诊仪等体检项目，为他们量身
制定免费体检套餐。”沙县区总医院
副院长谢小红介绍，近年来，总医院
持续为50周岁以上小吃业主送上

“健康大礼包”。同时，建立健康档
案，提供结果解读咨询、健康知识科
普及指导、就医预约等一站式服务，
不断将疾病防治关口前移。

提升医疗水平
健康有底气

在沙县区总医院“无痛病房”，
今年77岁的魏老伯刚在医护人员
的提醒下服药后沉沉睡着，发出微
微鼾声。

魏老伯此前确诊了多发性骨髓
瘤，并伴随着全身疼痛，给自己和家
人带来很大痛苦。自从入住“无痛病
房”后，这种状况得到极大缓解。

“我们会根据患者的疼痛情
况，制订个性化的镇痛方案，治疗
过程中随时会评估止痛效果，及时
调整药物的剂量和用药方式，满足
不同患者的镇痛需求。”沙县区总
医院外科五区（肿瘤科）副主任医
师黄少卿介绍。

除了科学专业的治疗，“无痛
病房”的医护人员还特别注重与患
者保持沟通交流，掌握患者的心理
动态，普及癌痛规范化诊疗相关知
识，帮助患者树立信心和勇气。截
至目前，入住“无痛病房”的患者达
78人次，疼痛控制率达100%。

“无痛病房”是沙县区总医院
提升医疗技术水平的又一具体成
效。“我们会通过驻点帮扶、巡回宣
教、线上培训等多种方式，全方位
对肿瘤科进行帮扶，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福建省肿瘤医院医联体
副主任林景辉说。

提升医疗水平，惠及广大群
众。近年来，沙县区总医院抢抓推
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契机，与省
肿瘤、省协和等上级医院成立医联
体协作，开设名医工作室、建立“专
家医疗基地”远程会诊等帮扶医院
重点学科、薄弱学科建设。抓住沪
明对口合作契机，与上海杨浦区中
心医院签订对口帮扶协议。

同时，开展院内新技术新项目
10项，申报市级7项，精神科、五官
科、肾内科申请市级重点专科，新
设血管通路护理专科门诊，肿瘤科
建设“无痛病房”、“无呕病房”等，
不断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找准路径，改革破题。沙县区
正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
问题和目标为导向，不断巩固提升
医改成果，努力实现健康上水平、
百姓得实惠、医院有发展。

让人民群众的健康福址更有“医”靠
——沙县区持续深化医疗改革工作综述

●沙县记者站 许 琰

本报讯“上坪不愧是一个休
闲的好地方，游玩了3天还是不过
瘾，下次还会再带亲友来打卡。”4
月1日上午，来自厦门思明区中华
街道中山社区的范晓强一行9人游
兴未尽地自驾返程。

近年来，上坪乡始终坚持谋实
产业规划，利用 SWOT 分析方法，
详实分析康养产业发展的优势、劣
势、机遇等要素，制定了可操作性
强的发展策略与举措。在上级支持
下，开通了“新—永—上—线”旅游
公路，打造了省级重点项目上坪乡
天斗山居森林康养基地，全面融入

三明市、永安市旅游一体化格局，
实现全域旅游，顺利完成了省级森
林康养基地和森林康养小镇创建
申报工作。同时引进福建省大数据
集团，打造 1000 亩生态旅游度假
区，完成相关建设前期工作，促进
旅游与高山特色农业、文化资源等
产业融合发展。

闽台、浦永（上海、永安）合作，是
上坪乡“立足上坪、跳出上坪”发展康
养产业、扩大产业规模的良好机遇。
上坪乡多措并举，大力投资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康养业态一体化，联动全
域优质旅游资源，使天斗山居森林康

养基地进入闽台合作项目；投资对上
坪西溪岬便民服务区进行改造提升，
完成了省级重点项目——天斗山居
森林康养基地（星空露营地）项目一
期的5栋精品民宿建设和旅游休闲
服务中心、研学拓展基地、景观工程
等建设，以及大进村进家民宿、健身
步道和露营地项目建设。

上坪乡创新联动联建，加强与
第三方专业机构合作，全方位创新
推动上坪乡“省级森林康养基地”
和森林康养小镇的康养品牌影响
力，全面提升产业魅力。

目前，上坪乡正在整合村文

化、非遗资源、古村落文化、原生态
好物等乡村旅游的多元文化要素，
结合“星空露营节”“桃花节”更好
地展现在游客面前，让越来越多的
游客感受上坪乡绮丽的自然风光
和无穷无尽的文化魅力。

2020年以来，上坪乡先后被福
建省旅游协会认定为“清新福建·气
候福地”第二批避暑清凉福地；获评
省级森林康养基地和森林康养小
镇；获评“三明市十大最美赏月地”
和“夕阳余辉欣赏点”。上坪乡现有3
条精品旅游线路，每年吸引省内外
游客30余万人。 （杨家璋）

永安上坪:发展康养产业 提升乡村魅力

建宁：不负好时光 绘就春耕图
眼下，春耕备耕进入关键时期。建宁县抢抓农时，做好春耕备耕工作，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与葱绿的田野、纵横的阡陌、绽放的花

海，构成了一幅美丽春耕图。图为4月1日，在建宁县溪口镇枫元村，农户驾驶农机进行翻耕作业。 （建宁记者站 饶丽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