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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赵丽花 文／图

来自西藏芒康的藏族患者巴桑第
一次来大理州人民医院看病，他只会藏
语，听不懂汉语，专门请了老乡当翻
译。在门诊大厅，导诊护士提供热情服
务，告诉他用手机微信扫“317 护”App
二维码，就可以听藏语录音，了解疾病

防治宣教、检查注意事项等内容。他使
用后，觉得真是太方便了。

州医院开展的“317护”App联合思
维导图在住院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研究被州科技局列入州科技计划项
目。项目自 2022 年 6 月开展至今，以

“317护”App为载体，选择糖尿病、高血
压、乳腺癌及泌尿系结石四个病种，以

健康教育目的及患者需求为导向，结合
医院现状，按照 PIO 机制模型制定方
案，规范流程、内容及形式，并按照知、
信、行机制构建质量评价标准，形成一
套高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运用思
维导图编制普通话、白语、藏语讲解，通
俗易懂、规范标准的健康教育课件，并
制作成宣教二维码，放置在老年病科、
内分泌科、泌尿外科、肿瘤科及门诊部
显要位置，给予患者更多获取健康知识
的选择，尤其方便少数民族患者和老年
患者。

“317护”App还可以对健康教育效
果进行评价。医院根据每一项教育内
容设计效果测试表，并随同课件植入

“317 护”App 中，发送患者学习后提醒
参与测试，护士查阅患者学习成效并给
予必要的、有针对性的线上解答或床边
指导；推送患者满意度调查表，患者在
线填写，系统自动生成统计表，便于医
院改进管理，有效提高患者满意度。经
临床实践运用，该评价指标可明显提高
住院患者健康教育质量，护患均受益，
广受好评。肿瘤科一病区患者周四妹
的女儿说：“我妈妈今年 58岁，是白族，
没读过书，不识字，听不懂汉话，每次住
院都要有人陪着她。这次住院，医院做
的这个健康宣教很实用，我妈妈只要拿
着手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播放
宣教内容，还可以选择用白语播放，太
方便了。饮食、检查注意事项、疾病相

关知识介绍都很详细，接地气，我妈妈
一听就懂。”内分泌科护士禹媛华也认
为，以前的健康教育宣教方式主要是以
护士口头宣教、示范指导、发放纸质资
料等形式进行，患者和家属难以理解和
记忆，教育效果还受护士的个体素质、
知识结构、沟通技巧及工作时间的影
响。现在运用思维导图编制的标准化
健康教育音频文件，以手机为载体，从
饮食到运动，从防病到治病，有针对性
地推送患者所需的知识，让患者可以随
时、反复查看，方便患者获取健康教育
知识，极大地提高了临床健康宣教的效
率，也减轻了护士的工作量。

“317护”App联合思维导图项目在
州医院实施两年多来，有效降低了医院
健康教育成本，一方面，“互联网+”住院
患者健康教育管理体系能密切医疗联
合体内部关系，应用研究完成后医疗联
合体医院机构所有患者可免费共享总
院健康教育资料、管理及考核体系，进
一步加强核心医院带动作用；另一方
面，实现科室患者住院日缩短，节约了
医保资金及患者自付费用，据统计，4个
科室同期节约医保基金和患者支出
280.74万元，健康教育产生的经济效益
概算为 28.07 万元。同时，还提高了患
者生存质量，使患者和家属能够从疾病
的三级预防做到一级预防，达到疾病的
根本预防，同时向社会推广了慢性病特
殊病健康科普知识。

“317护”App联合思维导图+宣教二维码

州医院创新健康教育方式取得良好社会效益

州医院门诊部护士指导患者扫描宣教二维码了解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防治
知识。（摄于9月3日）

□ 通讯员 杨述峰 文／图

金秋九月，翠梨飘香，宾川县
宝 丰寺村的蜂糖梨到了收获的时
节。梨园里，果农们熟练地采摘着蜂
糖梨，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宝丰寺村海拔在 2000 米以上，
年平均气温 22℃，昼夜温差大、光照
时间充足，适合果蔬生长，产出的蔬
果 口 感 独 特 ，在 宾 川 县 内 小 有 名
气。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有着上百
年历史的蜂糖梨。村中如今还生长
着百年树龄的古梨树，当地群众在
古梨树上进行嫁接，经过不断改良，
逐渐形成现在的蜂糖梨品种。蜂糖
梨颜色翠绿，皮薄汁多，味甜如蜜，
是“行走的水分小炸弹”，深受大众
喜爱。

蜂糖梨从大山深处的“土特产”
成为名声在外的“致富果”，离不开政
策和科技的支持。2017年，宝丰寺村
成立宾川县乡土蜂糖梨专业合作社，

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力推动蜂糖梨
产业发展。近年来，通过举办梨花
节、公众号推送、线下预售、试吃等渠
道、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全力打响宝
丰寺蜂糖梨品牌。同时，通过网络课
程学习、邀请农业技术专家等方式，
宝丰寺村大力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技术培训，用“年年教”“经常学”的
持续教学方式，帮助种植户改进蜂糖
梨种植技术，让满园的梨树更加翠
绿、果实更加清甜。

通过实施完善经营管理、改进种
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等有效措施，
宝丰寺村的蜂糖梨产业越来越专业
化，品牌效应逐渐提升，实现了从“种
得好”到“卖得好”的喜人变化，如今，
宝丰寺村蜂糖梨种植面积近1200亩，
亩产量 1000 公斤，总产值超 800 万
元。蜂糖梨成为大山深处的“甜蜜”
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浸润村
民的幸福生活。

宾川蜂糖梨——

大山深处的“甜蜜”产业

◀ 梨园里，宝丰寺村果农们熟练地采摘着蜂糖梨。（摄于9月17日）

□ 通讯员 陈永彩

9 月 14 日，秋高气爽、阳光和煦，
南涧县无量山镇新政村委会小比舍村
的法治长廊里聚满了前来参加普法宣
讲的村民。

“各位父老乡亲，如果你们的人身
权利受到侵害或者邻里之间产生矛盾
纠纷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们知道
要怎么办吗？你们都收到过这个网格
员联系卡吗？今天我来就是和大家坐
在一起拉拉家常，聊聊我们常用的法律
知识……”南涧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

书记李建宏坐在村民中间，宣讲在轻松
愉悦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

“我们老百姓好多都不懂法，但是
我知道，有事可以找警察。”“这几年，老
百姓日子越来越好过，治安也越来越
好，偶尔有点矛盾纠纷，报给村民小组
长或村委会，他们也就来帮忙调解
了……”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发表着自
己的观点，将会议气氛推向高潮。

宣讲中，李建宏面对面地给群众讲
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疑问，以案释法，
为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

安。近年来，无量山镇坚持以党建引
领，不断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将普
法宣传与传统节日、国家安全教育日
等重要时间节点有机融合，进村入户
开展普法宣传，以讲故事、摆道理、聊
家常的形式讲解民法典、未成年人保
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及交通安全等
方面的法律知识，引导群众形成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
纠纷靠法的法治思维，为基层治理赋
能加码。

“无量山镇紧抓中秋节假期这个时
间节点，在全镇 222个自然村开展新一

轮的普法宣讲，做到以案释法、精准普
法，让群众更直观、更充分地了解、学习
法律知识，增强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
同时，让群众知道发生矛盾纠纷怎么
做、如何理性处置，最终达到从源头上
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的目的。”
无量山镇党委书记杨忠文表示。

接下来，无量山镇将充分发挥基层
信访代理工作机制的作用，聚焦基层群
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抓实普法工
作，创新普法工作方式方法，不断夯实
普法工作基层基础，提升基层治理效
能，助力乡村振兴。

南涧县无量山镇——

普法宣讲赋能基层治理

祥云县鹿鸣乡雄里坡村党总支组织党员群众清理塌方道路。（摄于9月13日）
近期连续降雨，导致鹿鸣乡各村的通村公路多处塌方，路面被落石和泥沙覆

盖。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该乡常态化组织党员和群众开展清路行动，有效保障了
群众的安全出行。 ［通讯员 李世祖 唐亚玲 摄影报道］

云龙县漕涧镇铁厂村党群同心，投工投劳硬化村庄道路。（摄于9月13日）
为改善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铁厂村从村集体资金中拿出2.5万元购买混凝

土，于近日组织50余名党员干部投工投劳，对铁厂完小旁的三沟水公路的难行路段
进行路面硬化。路段硬化后能有效解决部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得到了村民的一致
好评。 ［通讯员 左孝婷 左王铨 摄影报道］

巍山县南诏镇新村村委会梯子坡村村民免费领取农资。（摄于9月12日）
当日，巍山县农业农村局农技站工作人员到梯子坡村开展晚秋鲜食早蚕豆物资补

助及技术培训，为梯子坡村49户农户免费发放钾肥4.6吨，助力该村306亩鲜食早蚕豆
实现增产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活力。 ［通讯员 张树禄 官崇圭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俞少行 通讯员 张镔）
9月 20日，大理州民族中学“扬帆班”开
班仪式举行。

“扬帆班”是“扬帆生态教育移民
班”的简称，于2009年由思源·新浪扬帆
公益基金发起，旨在资助偏远地区优秀
学生顺利完成学业，15 年来，在全国共
开设 57 个班，资助学生近 3000 名。今
年，经民建云南省委、民建大理州委牵
线搭桥，项目方决定在大理州民族中学
设立一个“支付宝公益·扬帆班”，对 50
位学生给予每生每学年2000元的资助，
3年共计资助30万元。

思源·新浪扬帆公益基金项目部总

监段显丹表示，除了资金资助，还会给
“扬帆班”学生提供课外图书捐赠阅读和
游学营、研学营等一些助学活动，希望可
以帮助家庭经济困难且品学兼优的学生
减轻心理压力，让他们专心学习。

大理州民族中学“扬帆班”学生
马雨蕊说：“这项资助缓解了我的家庭
经济困难，使我能专注于我的学业，我
会努力学习，为自己的梦想做准备，也
为以后更好地服务社会做准备。”

大理州民族中学“扬帆班”学生
李思琪说：“这项资助为我未来的学习
增添了动力，我会好好学习，回报这份
恩情。”

“扬帆班”落地大理州民族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