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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 通讯员 杨学坤 赵碧美

近年来，洱源县深入推进基层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从“小处”着眼、“实处”
发力，办好“家门口”医院，提升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水平，用心用情当好群众

“家门口”的健康守护者。
夯实基层医疗基础。加快补齐卫

生健康领域短板，抓住建设临床急救、
临床诊疗“五大中心”这个建设契机，与
上级医院签订医联体合作协议，与专科
医院建立远程会诊机制，帮助开展新技
术、新项目13个，基层远程会诊14万余
人（次）。深入实施县人民医院综合提
升工程，持续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设，
县级综合公立医院均达二级以上标准，
患者县域内就诊率达 93.96%。建成慢
病管理中心 9个、基层心脑血管救治站

4个，全县10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达到国家推荐标
准，100%开设中医馆，把 9个乡镇卫生
院作为“急救点”纳入县级 120 统一调
度，急救处置率达100%。

织牢基层医疗网底。在全面落实
医保政策基础上，将农村脱贫人口、城
市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纳入大病专项
救治、慢病健康管理，通过家庭医生签
约、定期随访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发现一
例、救治一例，“三类重点监测对象”大
病救治率达 100%。符合临时医疗救助
对象的城乡居民，对其政策范围内住院
和特慢病门诊等符合救助范围的费用
经过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商业保险理赔等救助后的个人自付
部分，年内单次或累计救助超过起付线
部分，按 70%比例给予“一事一议”临时

医疗救助。截至目前，共开展救助 6批
405人，救助资金195.77万元。

提升基层医疗能力。加强对医务
人员的培训，制定针对高风险意外事件
的应急措施和救护机制，合理进行检
查、用药诊疗，建立医疗质量持续改进
机制。在各乡镇卫生院成立 2 个基层
专家工作站，选派科室骨干长期定点帮
扶指导，坐诊接诊患者 354 人次，开展
手术 2 例。实施苍洱人才“霞光计划”
医疗卫生人才专项，招引普外、骨科、放
射等急需紧缺人才各 1 名。建立团队
带团队、专家带骨干、师傅带徒弟“三
带”机制，依托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结对，先后选
派 27名专家进驻县人民医院进行专科
对口帮扶，7个专家工作站落户洱源，15
项新技术、新项目实现“零”突破。

改善基层医疗体验。在县、乡两
级医疗机构推广设立一站式服务窗
口，实现慢病卡一站通办。开通医保
移动支付功能和急诊绿色通道，开设
少数民族服务窗口，建立患者沟通服
务机制，为患者提供“双语”服务。深
化“健康洱源·杏林先锋”公立医院党
建品牌创建，广泛开展“帮办陪送访”
服务，在各级医疗机构建立专门导诊
及志愿服务队伍，对行动不便的老年
人、残疾人、无陪护人员等提供院内就
诊关怀服务。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
抓、负总责，建立专题会议研究卫生健
康工作、领导干部定期调研卫生健康
工作制度，深入开展“三好一满意”医
院创建，不定期举办中医适宜技术、护
理技能、急诊救治等岗位练兵和技术
比武活动 10余场（次）。

□ 通讯员 张兴祥 胡雪梅

近年来，宾川县鸡足山国家 4A 级
风景名胜区依托森林植被良好，风景秀
丽，拥有险峰、峡谷、溪流等丰富地貌的
特点，不断适应新形势下旅游产业的发
展，致力于“体育+旅游”业态的探索与
打造，主推“体育+旅游”新产品，将多项
体育赛事与旅游相结合，取得了诸多不
同等级的体育旅游景区荣誉称号，成功
走出了一条“体育+旅游”深度融合的发
展之路，擦亮了“体育+旅游”的亮丽新
名片。

体育赛事节节攀升。鸡足山景区
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优势，以体育赛事
为支点，旅游为支撑，将体育活动与旅
游发展相融合，开展了多项全国性的
自由参与体育赛事活动。2017年 9月，
举办“2017 年大理宾川鸡足山首届越

野跑大赛”，到现在共举办了四届，该
赛事设 72公里越野跑、36公里越野跑、
7公里健康跑，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越
野跑爱好者 5304 名参与此项赛事。
2018年 5月，举办第一届“七彩霞客路，
鸡足灵山行”丛林穿越挑战赛，目前，
共举办了四届，该赛事设徒步、健康
跑、骑行等项目，将赛事与体验规模相
融合，全国各地的体育探险爱好者共
4396名参加了挑战赛。2018年 6月，举
办“中国·大理·宾川鸡足山首届自行
车速降赛和爬坡赛”，该赛事设自行车
爬坡赛、速降赛，至此，共举办了两届，
赛事规模空前，有来自台湾同胞在内
的全国各地共 2081名自行车极限运动
挑战者参加了该赛事。各种体育赛事
的举办，吸引了全国各地跑圈大咖、骑
行大咖、极限运动（自行车速降赛）选
手（包括台湾地区选手）前来参加，景

区举办的系列赛事成为各项赛圈内知
名赛事。鸡足山景区在体育赛事中也
逐渐扩大了“朋友圈”，提升了鸡足山
景区的知名度，到鸡足山游玩的全国
各地游客也络绎不绝。

徒步活动徐徐开启。2022年 2月，
在鸡足山举办了第一届“七彩霞客路
美丽滇西行”（鸡足山—丽江）徒步活
动，目前，共举办了三届，活动以重走霞
客路的形式纪念我国伟大地理学家、旅
行家徐霞客不畏路途艰险，两次到鸡足山
探访的壮举，并留下了大量研究鸡足山
历史的宝贵文史资料，鸡足山也成为

《徐霞客游记》的终篇之地。该活动从
鸡足山景区徒步行至丽江，全程 142公
里，受到许多徐霞客研究人士的青睐，
共有 450人参加。徒步活动，不仅吸引
了广大徐霞客文化爱好者的追崇，也吸
引了大量文人墨客和体育爱好者到

鸡足山景区进行研学、探索、旅游，对促
进体育、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景区名片频频擦亮。宾川县鸡足山
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发展“体育+旅游”
新业态以来，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赞誉
和广大游客的认可，先后获得诸多殊
荣。2018 年 11 月，荣获云南省体育旅
游精品景区称号；2019 年 11 月，入选
中国体育旅游精品景区；2024年 6 月，
入选 2024 年云南省体育旅游精品项
目，成为云南省最具影响力的体育旅
游精品景区，在鸡足山景区举办的体
育赛事也被评为不同层级的精品赛
事，“宾川鸡足山越野跑大赛”于2019年、
2020 年入选云南省体育旅游景区赛
事；2019 年入选云南三十年户外运动
百件大事；2020 年入选中国体育旅游
精品赛事。

宾川：鸡足山景区擦亮“体育+旅游”新名片

洱源：用心用情当好群众“家门口”的健康守护者 云龙县民建乡党员干部在搬运用于焊接水管的发电机。（摄于7月14日）
近日，民建乡因持续强降雨造成境内志奔山至各村饮水管线发生严重受损，广大

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发扬团结协作的攻坚精神，合力抢修受损饮水管线，有效保障
了群众汛期饮水安全。

［通讯员 徐城标 杨文林 摄影报道］

剑川县象图乡年轻党员干部向烟农学习烤烟封顶打杈技术。（摄于7月15日）
近日，象图乡以提升党员干部实践能力为出发点，组织年轻党员干部深入田间地

头，学习农业技能，与农户一起劳作、亲切交流、宣传惠农政策、了解群众所需所盼，着
力解决群众最重视、最迫切需要处理的难题和要点问题，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

［通讯员 范文 摄］

祥云县小官村水库一角。（摄于7月16日）
近年来，祥云县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环境建设，相继实施小官村水库库尾湿地、青海湖水库湿地和象鼻水源林地污染防治等一批生态建设项目，有效改善

了生态环境。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查双梅 吴春玲
自树兰） 近日，南涧县植保植检站委托
专业化统防统治机构对南涧县城周边
的得胜、西山、团山等5个村委会3000余
亩集中连片水稻通过无人机喷洒农药
的方式对水稻进行病虫害统防统治，为
水稻丰收保驾护航。

7月 17日上午，在南涧镇杨免庄千
亩连片的水稻田里，2 架植保无人机在
技术人员的操控下，平稳飞在水稻田上
空，喷洒出的雾状农药如“白丝”般撒在
水稻上，泛起了层层稻浪。

“政府免费为我们防治病虫害，工
作人员还给我们讲解科学使用农药的
知识，不用花一分钱还学到了技术，
真是帮了我们大忙。”杨免庄村种植户

杨大姐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植保无人机农药箱内一次

能装 30 公斤药水，每次作业喷洒覆盖
区域可达 10 亩，时间约为 5 分钟，相比
传统人工方式，植保无人机施肥、喷药
的效率提升近 10 倍，同时喷洒也更精
准、更均匀，既节约了成本又扩大了覆
盖面。

近年来，南涧县认真贯彻落实“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大力普及推广
机械播种、无人机病虫害防治以及机械
化收割等科技化种植手段，推动农业生
产机械化、智能化，不仅提高了农业生
产水平和效率，提高水稻产量，还进一
步提升了农户种粮收益，为夺取粮食丰
收奠定了基础。

南涧无人机“上岗”
施药强农促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