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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月遗失大理大学学生证一
件，号码：20242015120028。

●杨春福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证一件，号码：532901015620。

●大理市聚膳厨饭店遗失金税盘
一件，号码：661720863822。

●大理市赛客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 司 遗 失 公 章 一 枚 ，号 码 ：
5329000082832。

●大理市赛客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专用章一枚，号码：
5329000082833。

●大理市挖色镇月花农资经营部
遗失金税盘一件，号码：661911252223。

登报作废
近日，洱源县三营镇永乐村等五

个村落迎来了喜人的丰收季节。金黄
的稻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人们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一丰收的景象，
不仅是对村民们辛勤付出的最好回
报，还标志着洱海山水工程——洱源
县三营镇生态型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取
得了显著成效。

洱源县三营镇永乐村等五村的土
地整治（提质改造）项目，作为洱海山
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洱源县推

动农业绿色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要举措。项目自启动以来，秉持“找好
水、选好地、布好局”的九字方针，致力
于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实现土地整治
效果的最大化，通过深入调研和科学
规划，成功达成了“三个当年”目标，即
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见效。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过土地综
合整治，原本小块分散的土地得以集
中连片，旱地成功转型升级为良田，
农田的种植周期和产量均得到大幅

提升，原本只能种植一季的农田现在
可以实现两季作物的种植。同时，农
业“尾水”也得到了充分且合理的利
用，不仅实现了水资源的有效节约，
还显著提升了农田的灌溉效率，对生
态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有效减少了水资源浪费和潜在的污
染风险，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和
农民收入，实现了经济、环保的“双
赢”局面。

据统计，该项目成功新增水田面

积 1900 余亩，实现了从旱地到水田的
华丽转身。洱源县三营镇永乐村等五
个村的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不仅对
改善当地农业生产环境、提高耕地产
量、优化耕地结构、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也为当
地农业绿色发展树立了新的标杆，
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更为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了一条
新的路径。

［杨婷 魏颖］

洱源县三营镇生态型土地整治项目结硕果

多措并举谋划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医院提质增效

政风行风 热线 话
题｝｝

10月30日，大理州妇幼保健院（大理州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段龙率队做客大理州舆论监督热
线访谈节目《政风行风热线》，就医院发展、创优提质、解决群众就医急难愁盼等情况和群众关心关注的热
点问题进行介绍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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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妇幼健康基石 护航妇女儿童健康

大理州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部
长、产科主任段振涛介绍，随着三孩政
策的放开以及生育观念的变化，医院近
一年来进行了产科资源调整。

一是优化就医环境及流程。开展
门诊“一站式”服务。包括就医引导、
便民服务、审批服务、查询服务、咨询
服务、预约办理等。完善预约诊疗，通
过整合院内资源、优化就医流程，进行
门诊患者就诊预约服务，减少患者往
返等待，缩短就诊等待时间。住院病
人实行零押金办理入院、首问负责制
等一系列便民措施。改善产科病房条
件，增加单人间、套房的数量，改善住
院环境及孕产妇需求。加强临床路径
及单病种管理，缩短平均住院日，提高

病房使用率。
二是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加强对

高危孕产妇的孕期管理、产前筛查和
诊断，制定个性化的分娩方案，提高危
重孕产妇的早期识别能力，加强多学
科协作救治，建立完善的危重孕产妇
救治体系。规范妊娠风险评估与管
理，根据妊娠风险评估结果，进行分
类、分级、动态管理，紧盯重点人群，落
实高危专案管理，保障母婴安全。产
科CMI值保持在 1-1.1之间，高于全省
标杆值。开设特色孕产期保健专科服
务，孕产门诊加强孕妇学校管理、做好
保健宣传、注重宣教质量，尤其孕期营
养体重管理保健，合理控制孕期体重
增长，有效降低剖宫产率。

三是在“清廉单元”建设中，坚持
以党建为引领，以患者为中心，创新工
作方法。推行“阳光医疗”服务模式，
确保患者及家属及时了解治疗费用明
细，着力控制住院患者次均费用，规范
DRG 付费。定期召开“公休座谈会”，
与患者及家属面对面答疑解惑，解决
群众关心的急难愁盼问题，增进理解
信任。提供 24 小时无痛分娩服务，阴
道分娩镇痛分娩率达 75%以上，提高分
娩的舒适度及产妇的分娩体验。持续
推进儿童围术期舒适化医疗，提高儿
童麻醉质量。

四是开展技术创新。开展新生儿
早期基本保健服务提升行动，改善新
生儿生存和发展状况，提高纯母乳喂

养率，降低产后出血率，提升护理服务
质量，推动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护理服
务模式。开展臀位外倒转术，将臀位
或横位通过外倒转术转变成头位，降
低臀位阴道分娩的并发症以及剖宫产
的相关风险，促进自然分娩，降低剖宫
产率。

五是实施分级诊疗制度，对辖区内
危重孕产妇救治进行分片包干管理，保
障基层急危重孕产妇急诊绿色通道畅
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专家工作
站），今年5月妇科、产科、新生儿科专家
团队工作站正式落地南涧县妇幼保健
院。加强人才培养，今年完成医护人员
进修学习4名。

记者 杨若兰

大理州妇幼保健院（大理州儿童
医院）建院于 1972 年 6 月，是一所集预
防、保健、医疗、教学、培训和科研为一
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妇幼保健院。是
云南省妇幼卫生业务技术指导分中
心、西部贫困地区儿童医疗保健人员
培训基地、大理州危重孕产妇和危重
新生儿救治中心、云南省儿童早期发
展示范基地、云南省新生儿疾病诊断
筛查（大理）分中心、云南省州级儿童
救治分中心，也是大理大学、大理护理
职业学院的教学医院和滇西应用技术
大学的教学实践基地，承担着我州 12
个县市及滇西 7 个地州妇幼健康业务
技术指导任务。

大理州妇幼保健院党委副书记、
院长段龙介绍，今年，大理州妇幼保健
院为充分发挥在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和
改善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制定了《大理
州妇幼保健院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
行动方案》，通过《方案》的制定和实

施，不断提高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有
效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为医院
提质增效、为健康大理建设打下坚实
基础。

一是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医院医
技科室根据门诊就诊高峰，机动调整科
室人员上班时间，并对医院检查设备和
报告打印设备进行优化调整，有效减少
门诊报告等待时间。免费提供病历本、
儿童体检本、孕产妇保健手册，在方便
患者的基础上减少患者开支。通过系
统升级实现微信、支付宝、实体医保卡、
医保电子凭证、慢特病医保的自助缴
费，病历打印、刷脸就医、住院清单查询
及打印、住院预交金、电子票据申领及
打印等便民服务举措，不断提高医保
ICD 编码使用能力，为患者提供方便。
在医院各临床科室开展进一步改善护
理服务专项行动，积极创新护理服务模
式，通过“互联网+护理服务”等方式将
院内护理延伸至院外，努力为群众提供

更加优质的护理服务。
二是持续拓展新技术新项目。医

院率先在大理州开展儿童胸部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无痛性子宫输卵管造影
技术等服务；开展超声诱导下高危人
流、宫腹腔镜微创手术、新生儿缺氧缺
血性脑病的亚低温治疗技术、腹腔镜下
小儿腹股沟斜疝高位结扎手术、腹腔镜
下鞘状突高位结扎手术、PICC 置管等
先进技术；新开设儿童重症监护室（PI⁃
CU）、皮肤美容科、中医美容科、药学门
诊等科室，有效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
难等问题，最大限度为群众看病就医提
供便利。

三是进一步提升全州适龄妇女“两
癌”检查工作质量。对 2024 年全州“两
癌”筛查工作的实施模式进行调整和细
化，将全州筛查任务下达医院，由医院
与辖区 12 县市妇幼保健院签订筛查协
议，对筛查任务、质量控制、信息录入等
工作进行统一管理，筛查工作经费按

“报账”制与医院进行结算，确保了全州
筛查工作能持续延伸开展，使全州广大
妇女切实得到实惠。截至 9月，已完成
筛查任务的90.54%。

四是严控两个死亡率，确保母婴
安全。以降低孕产妇、婴儿死亡率两
个死亡率为工作核心任务，筑牢底线
思维，深入推进《孕产妇首诊负责制度
等 12 项制度》等制度落实。定期到各
县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开展业务技
术指导工作，定期举办孕产妇安全管
理与持续改进培训。充分利用云南省
妇幼健康信息管理平台，做好高危孕
产妇的专案管理工作，确保危急（重）
症孕产妇转诊与救治及时有效。充分
发挥技术指导中心作用，按定点划片
要求指导、组织专家对辖区医疗机构
开展产科质量与安全管理检查，督促
助产机构进一步完善与落实产科并发
症、合并症相关疾病预警机制，完善信
息报送，压实工作责任。

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医疗惠民暖人心

大理州妇幼保健院副院长张红介
绍，医院纵深推进解决群众看病就医急
难愁盼问题，全面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感、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满意度。

一是优化就医服务环境，群众就医
体验感“好”。为方便患者就诊复诊，医
院开通门诊患者“1次挂号，3日回诊”有
效制度。增加门诊儿科专家号源，有效
缓解儿科专家号源不足问题。实行微
信预约挂号、电话预约挂号、现场预约
挂号等多种预约挂号方式。采取弹性
排班，中午轮流交替用餐，解决检查人
多、等待候诊时间较长问题。实施“24
小时× 7 天”连续不间断的儿科门诊接
诊工作。开设患者扫码进行咨询、投
诉、建议、反映问题的渠道，群众就医体

验感不断提升。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
专项行动，打造“一专科一品牌一特
色”，持续深化“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

二是加强医疗质量管理，群众看病
体验感“优”。手术麻醉科推进小儿术
前镇静，打造无哭声手术室，倡导舒适
医疗。儿童保健科周一至周日增加了
生长发育遗传代谢病专科门诊，周五、
周日增加了学习困难门诊，为矮小性早
熟、营养不良、肥胖、先天性甲减、多动
症儿童提供良好就医资源，同时对可接
种疫苗情况进行公示，避免群众排队白
跑。开设药物咨询门诊，提供用药安全
等咨询服务，并开展药品分包服务，确
保服药剂量准确。完善检查检验互认
制度，对于患者提供的已有检查检验结

果符合互认条件、满足诊疗需要的，医
务人员不再重复进行检查检验，减轻群
众看病就医负担，缩短群众看病时间，
优化就诊流程。

三是医疗安全、生产安全“两不
误”，患者就医安全感“强”。把对各病
区、食堂、库房、消控室、制氧站等影响
医院安全运行的薄弱环节和事故易发
区进行巡检排查整治作为医院日常工
作，全院科室签订安全责任书，加强安
全生产、网络安全、消防安全的培训和
应急演练，确保应急处置措施到位，强
化责任担当，落实主体责任，建立起人
人有责、人人负责、群防群治、齐抓共管
的安全生产格局，为医院各项事业的稳
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是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群众家门
口就医“赞”。医院对弥渡、南涧、巍山、
洱源、剑川、鹤庆6个县的危重孕产妇救
治中心及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实施业
务技术指导。今年 1 至 9 月，全院共组
织孕产、新生儿科专家共14人累计完成
现场指导 78 人次。 10 月 9 日起，全院
所有中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严格按

“2024 年第 4 季度下乡指导工作计划
表”开展对辖区12县市的妇幼健康业务
技术指导工作，计划今年内实施完成50
批次 133 人 218 人次的总下乡现场指
导。5月至8月，妇科、产科、新生儿科、
儿外科、麻醉科 5个专家团队工作站正
式落地永平县、南涧县妇幼保健院，助
力基层医院业务水平提高。

提升妇幼专科服务能力，切实守护母婴健康

本报讯（记者 朱蕾 杨福寿 通讯员
何姝） 11月1日，大理州实验小学以“筚
路蓝缕览千年，实践之旅启新思”为主
题，组织开展 2024—2025学年秋季学期

“行走的思政课”研学活动。420名师生
走进大理州博物馆，认真学习了解大理
历史文化知识，将思政教育融入生动的
实践活动之中。

在大理州博物馆专业讲解员的讲
解引领下，同学们先后参观了大理通史
展厅、大理历史人物展厅、白族文化展
厅、本主文化展厅、数字化体验展厅等
8 个展厅，通过深入了解大理地区的相
关历史文化知识，不断增强对传统文化
的认知与热爱，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
自豪感。

大理州实验小学教师杨晓菡说：“为
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大理地区优秀民族
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励同学们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道路上贡献自己
的力量，大理州实验小学将学校课堂延

伸至博物馆展厅，通过将博物馆展厅与
学校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有
知有趣更有味。”

大理州实验小学学生张栩宁说：“今
天，在博物馆了解到这么多关于大理的
历史知识，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大理
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地方，我为
家乡感到骄傲和自豪。”

大理州实验小学学生米思远说：“
在博物馆里我看到无数珍贵的文物，每
一件展品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动人的故
事，让我深刻感受到古人的智慧和勤
劳。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有责任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会把这
次思政课的所学所得所悟更好地融入今
后的学习生活中，用知识武装自己，将来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

活动结束后，大理州实验小学还开
展研学活动作品征集、“我为家乡代言”
演讲等活动，进一步巩固拓展研学活动
成果。

大理州实验小学开展
“行走的思政课”研学活动

弥渡县苴力镇卫生院的医护人员走进苴力敬老院，开启一场充满温情与关爱的
“送健康”活动。（摄于10月28日）

活动中，医护人员为老人进行健康检查，给予健康建议、治疗方案，开展健康知
识讲座，讲解老年人常见疾病的预防和日常保健方法。

作为弥渡县首家医养结合的示范机构，此次苴力镇卫生院与敬老院的携手合作，
是医养结合模式的生动实践，为敬老院的老人们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保障。

［通讯员 石玉 戴家灿 摄影报道］

漾濞县龙潭完小学生正在劳动实践基地里进行秋种。（摄于10月28日）
近日，龙潭完小党支部利用主题党日活动、少先队活动和劳动实践课的时间，组

织学生开展秋收秋种活动，通过翻挖、种植、施肥、采收等过程的参与，让学生走出课
堂、亲近自然，体验劳动的快乐，弘扬劳动精神。

［通讯员 杨丽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