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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妇幼温情绘就“反哺计划”三张图
绘好设计图

统筹城乡医疗一盘棋

“谢谢专家，谢谢医院及时帮我们
转诊，让小孩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最好的
治疗。”9月8日，渝北区回兴街道居民
盘先生拉着医生的手连连称谢。

9月 1日，患儿小萱（化名）因发热
咳嗽 6天到渝北区回兴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就诊，住院治疗3天，患儿仍反复
发热、咳嗽，立即通过绿色通道转诊至
渝北区妇幼保健院，该院儿科黄庆益副
主任医师查看患儿后，考虑为支原体肺
炎，调整治疗方案后转回回兴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按照新方案治疗。2天后患
儿未再发热、咳嗽缓解，随即康复出院。

“双向转诊枢纽中心”是渝北区妇
幼保健院新实施的一项反哺惠民举
措。本着有人接、有人管、有人反馈的

“三有”原则，通过“一站式”解决患者看
病就医问题，构建“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分级诊疗新格
局，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优质便利
的医疗健康服务——变化源自渝北区
的一项健康惠民计划。

渝北区卫生健康委抢抓基层发展
窗口期，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去年
7月正式实施城乡医疗“反哺计划”以
来，突出基层导向，深入推进“精品家
医”惠民工程，构建由四家区级公立医

院和重医大附三院组成的“4+1联合模
式”，帮扶基层医疗机构打造“慢病管
理、妇幼健康、中医养生、特色专科”四
大部。全区卫生健康系统转变观念、统
一思想，按照“一盘棋”的工作思路，绘
制好了“三年一周期，一年一效果；四部
同推进，一年一重点；三批同部署，一年
一迭代；三年建机制，推广一模式”的反
哺总设计图。

渝北区妇幼保健院扛起责任、率先
出征，对标总设计图，打造“反哺计划”
妇幼模式。

医院提出“13651”反哺工作思路，
即坚持“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
康为目的，预防为主、保健与临床相结
合，面向群体、面向基层”的1个妇幼卫
生工作方针，组建妇幼党员先锋队、妇
幼精品家医宣讲队、妇幼全程管理师队
3支妇幼特色队伍；运用“创新、做实、
高效”的6字工作方法，聚焦开启妇幼
健康公益文化列车、做好妇幼家医队伍
建设、落实医疗保健项目推广、建立双
向转诊枢纽中心、打造妇幼健康标准化
文化阵地5个项目，以创建“党建统领、
大爱妇幼”党建品牌为目标，全面推进
反哺计划“精品家医”惠民工程，打造

“妇幼健康服务部”，促进医防深度融
合。

创新施工图
抓好抓实“五个聚焦”

作为全区“妇幼健康服务部”牵头
单位，渝北区妇幼保健院坚持“一次接
触、终身服务”的服务理念，以提升基层
医疗单位卫生技术水平和妇幼健康服
务能力为着力点，抓实“五个聚焦”，改
善居民就医体验，解决基层医疗痛点，
高质量推进反哺计划“精品家医”惠民
工程，让老百姓享受优质的妇幼健康医
疗保健服务。

聚焦妇幼健康公益文化列车。为
关爱渝北区广大妇女儿童健康，区妇幼
保健院率先开通“妇幼健康公益文化列
车”，由各支部自编、自导、自演节目，每
季度轮流承办妇幼健康公益文化列车
巡诊义演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和保健

知识送到居民身边。截至目前，先后在
渝北区回兴街道、双龙湖街道和龙兴镇
举办3次妇幼健康公益文化列车，惠及
群众逾2000人次。

聚焦妇幼家医队伍建设，依托“反
哺计划”家庭医生能力提升系列培训，
助推分级诊疗，开展主题为“宫颈癌筛
查”的家医团队长培训，覆盖全区基层
家医团队长 70余名，提升家医妇幼健
康服务能力和水平。

聚焦医疗保健技术项目推广。渝
北区妇幼保健院牵头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打造妇幼健康服务部，目前已与
11家乡镇卫生院、10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妇幼工作者建立了家庭医生工
作指导群；与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
家乡镇卫生院建立妇幼健康联合体，在
回兴、仙桃、双龙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设儿科门诊，选派儿科专家坐诊，为
辖区儿童就诊带来了更多便利。截至
目前，妇幼健康联合体儿科门诊服务量
逾3万人次、住院部服务量达200余人
次。

聚焦建立双向转诊枢纽中心。为
逐步形成“凉寒感冒不出村、一般疾病
不出镇、大病不出区”的反哺工作目标，

医院以优质、高效、便捷为工作方针，创
新建立双向转诊枢纽中心，“一站式”解
决患者看病就医问题。借助双向转诊
枢纽中心就诊绿色通道，2023年1月至
2023年7月，基层上转渝北区妇幼保健
院631人次，渝北区妇幼保健院下转基
层628人次，畅通了双向转诊通道。

聚焦打造妇幼健康标准化文化阵
地。依据妇幼文化主题打造妇幼健康
服务部的标准文化阵地，医院立足文化
引领，设置院前“妈妈乐”健康宣讲台、
院中“管家婆”工作站、院后“心相印”回
访中心，为妇幼群体提供零距离、“一站
式”温馨服务。该院计划2至3年内在
全区21家基层医疗机构统一打造妇幼
健康服务部，进一步强化阵地建设，营
造浓厚的妇幼文化氛围。

呈现效果图
打造优质就医服务链

8月31日一早，渝北区妇幼保健院
选派的 6名业务骨干在院领导的带领
下奔赴宝圣湖、双龙湖、茨竹、龙兴、石
船、大盛六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这是
今年该院参加全区卫生系统第二批“县

聘乡用”，相关人员下沉至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开展为期一年的全脱产帮扶。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他们将扎根基
层、服务基层，针对辖区高危孕产妇、高
危儿童、“两癌”筛查妇女三类重点人群
开展闭环式跟踪管理，进一步提升居民
健康素养，推动城乡医疗“反哺计划”走
深走实。

解决老百姓“看病难”，不仅要让老
百姓可以就近看病，还要提升基层医疗
机构服务能力，让老百姓能不出远门看
好病。按照“反哺计划”部署，渝北区妇
幼保健院积极开展“三级家医”管理服
务，即村级家医摸底数、乡镇级家医精
服务、区级家医常把关，做实“基层家医
首诊、区级家医分诊、联合上下转诊”的
就医新模式。

医院积极发动妇、儿专科医生组成
区级妇幼家医指导团队共6支，通过三
级家医管理服务，第一时间发现群众异
常身体指标、第一时间会诊治疗、第一
时间开启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实现有效
的上下联动、双向转诊，简化群众就医
流程，“一站式”解决患者病痛。

为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健康福利，
渝北区妇幼保健院还将公益筛查服务

“做大做强”。“除了国家免费的宫颈癌
筛查项目，我们医院还主动送宫颈癌筛
查公益活动进社区。”渝北区妇幼保健
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医院已在
回兴街道、仙桃街道等开展6次宫颈癌
筛查公益活动，覆盖人群逾1087人次。

在“反哺计划”和全程管理等创新
举措的深入推进过程中，渝北区妇幼保
健院与基层医疗机构携手，构建小病不
出村，大病不出区的就医新格局，打造
网格员—家医—儿科医生—妇幼保健
院的优质服务链条。2022年7月以来，
该院孕产保健部登记服务基层孕产妇
402 人，其中风险为红色的孕产妇 48
人；开展三级家医下乡服务129次。

接下来，医院将进一步深入开展城
乡医疗“反哺计划”，以奋进者姿态创造
性开展工作，推动优质妇幼医疗资源下
沉，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早日
把反哺计划“施工图”变成“实景图”。

华官林
图片由渝北区妇幼保健院提供

破解基层群众看病难

妇产儿专家团队下基层指导

妇幼健康公益文化列车龙兴站活动现场

近日，渝北区妇
幼保健院第三党员
先锋队一行来到茨
竹镇中心卫生院，组
织妇幼健康知识大
讲堂，为辖区的老人
就如何预防应对骨
质疏松、漏尿等健康
知识开展讲座。

倾情妇幼，惠民
有感。近年来，在渝
北区委、区政府和区
卫生健康委的领导
下，渝北区妇幼保健
院按照全区城乡医
疗“反哺计划”整体
工作思路，绘好设计
图、创新施工图、呈
现效果图，坚持“一
次接触、终身服务”
的全程管理服务理
念，助推医院高质量
发展。

透过渝北区城
乡医疗“反哺计划”
这扇民生窗口，催生
出一个个喜人的医
疗服务惠民场景，建
设健康渝北的美好
画卷跃然眼前。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记者 李志峰

“射击比赛也有这么多观众？”9月27日
上午9点，在杭州市富阳银湖体育中心，进场
观看亚运会男子双向飞碟团体决赛的观众在
入口处排成了长龙，一位采访的媒体同行不
禁感叹。当天，艳阳高照，但这并没挡住观众
观赛的热情。

实际上，杭州亚运会开赛以来，这样的情
形并不鲜见。记者注意到，观众们关注的，不
再仅仅是篮球、足球、排球“三大球”和乒乓、

游泳、体操等热门项目，原以为很冷门的射
击、围棋、壁球、板球、藤球、卡巴迪等比赛项
目，也常常出现一票难求的现象。

“板球在印度非常流行，就像乒乓球在中国
一样，我们从小就看板球比赛、打板球！”在杭州
工作的印度商人沙尔玛说，他买了好几场板球
比赛的门票，准备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观看。

杭州亚组委竞赛部部长朱启南此前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亚运会里一些非奥项目的
选择，充分考虑到不同项目在亚洲各地的普及

程度。比如，武术、藤球、板球、柔术、克柔术5
个项目，就代表了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
西亚的区域特色。这些非奥项目丰富了亚运
会的竞赛内容，诠释着亚洲体育多元之美。

亚洲特色项目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具
有很强的观赏性，观看过的观众都印象深刻。

在藤球赛场，双方选手隔网而立，用脚
腕、膝关节等部位击球过网，时而迅猛出击，
时而凌空倒钩。“听说藤球在马来西亚很受欢
迎，是一项很古老也很有趣的运动，充满激

情。”大学生观众周洋说，藤球比赛在每个精
彩回合后，无论得分或是失误，双方参赛队员
都会在场地两侧围成一圈，牵起队友的手，一
起呐喊鼓劲。这样的项目虽然之前不了解，
看了以后，有尝试学习的欲望。

除此以外，亚运会的武术、桥牌、棋类等
项目比赛现场，也经常看到家长带着孩子观
看的身影。

按照目前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一个项目
要被列为奥运会项目，首要前提是必须在至
少75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先认识、了解
竞技项目，再参与到强身健体的全民体育运
动当中，这恐怕也是亚运会和各类大型体育
赛事举办的初衷吧。

竞技体育 多元之美

□本报记者 李志峰

杭州第 19届亚运会进行到第四个比
赛日，重庆运动员斩获首枚金牌。9月 27
日，由刘疆驰、吴云轩、韩旭组成的中国队
在射击男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以362分的
总成绩夺得冠军。刘疆驰正是由重庆市射
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选送到国家队的队
员。

“拿下这个团体金牌真不容易！”现场
观看了全程比赛的刘疆驰主管教练蔡智勇
和刘疆驰一起回顾了这块金牌背后的故
事。

去年引援到重庆，以赛代练保持
“零失误”

现年31岁的刘疆驰，从事双向飞碟训练
已有15年，在业界有着“神射手”的美誉。

刘疆驰此前隶属四川队。为加快促进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带动两地射击射箭

运动项目合作发展，2022年初，重庆市射击
射箭运动管理中心、重庆高新区政务服务和
社会事务中心与四川方面积极开展人才培养
共享，引入刘疆驰。

“来到重庆以后，我们把他当重点队员培
养。”作为1990年北京亚运会移动靶的冠军、
从教近20年的蔡智勇说。

刘疆驰坦言，受困于肩伤等因素，自
2017年以来，他在系列比赛中的成绩并不理
想，例如，在2017赛季国际射击联合会飞碟
世界杯墨西哥站比赛无缘晋级最终排名第
十、同届比赛塞浦路斯站排名第八，遗憾出
局。

“这一年多时间，他一直保持着训练强
度，通过以赛代练，不断达到最好的竞技状
态。”蔡智勇说，从今年4月举行的2023年全
国射击冠军赛获得第四名开始，到今年5月
举行的2023年全国射击锦标赛（飞碟项目）
夺金、6月举行的国家飞碟射击队2023年世
锦赛暨杭州亚运会选拔赛（第二场）获得亚
军，刘疆驰一直保持着“零失误”的稳定高水
平发挥。正是凭借这样的出色表现，让他成
功入选杭州亚运会中国国家飞碟射击队参赛
运动员名单。

国家队中年龄最大，既要充当“定
海神针”，又得保持冲劲

“入选杭州亚运会，意味着更大的压力。”
代表国家出征此次亚运会，刘疆驰内心充满
忐忑。

他的担忧不无道理。在男子双向飞碟团
体队伍中，刘疆驰是三人中年龄最大的，所以
在整个团体中，他既要发挥老队员“定海神
针”的稳定作用，也要在比赛中保持和年轻队
员一样的冲劲。

刘疆驰说，在亚运会举行之前，他先在杭
州训练了一周，后又到北京集训，“国家队集
训要求很严格，平时训练量一天要打近300
发子弹，赛前一周训练量稍微少一些。”

在蔡智勇看来，刘疆驰在训练中非常刻
苦，虽然有了家庭和小孩，但只要教练制订了
计划，商量好了时间，他会把所有事情放下，
全身心投入训练，把有限的时间、最大的精力
投入到训练中，以求达到最好效果。

10月冲击巴黎奥运会席位，年底
有望组夫妻档合练

当日，杭州富阳银湖体育中心，阳光炽

烈，气温飙升到30℃以上。尽管如此，刘疆
驰的亲友团还是亲临现场，见证他和团队拿
下首金。

任凭场内枪声阵阵，在阴凉处，刘疆驰
8 个多月大的孩子在外婆的怀里安然入
睡。周围人开玩笑说：“不愧是射击运动员
的孩子。”

比赛过程中，刘疆驰的妻子、同为重庆市
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双向飞碟运动员的黄
怡有点紧张。“射击项目对心理素质要求很
高，比赛当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不到最
后一刻不能确定冠军的归属。”她说，因为卡
塔尔队和印度队紧跟其后，差距很小，充满变
数。直到刘疆驰完美地打完最后一轮，大家
心中的石头才完全落地。

刘疆驰透露，10月份他还将参加在韩国
举行的亚洲射击锦标赛，力争法国巴黎奥运
会的席位。年底，妻子也将回归训练场，两人
将组成夫妻档，明年一起冲击2025年的全运
会混双资格。

“感谢重庆队的教练及队友的支持和
鼓励，感谢国家队的认可，我一定会好好表
现，继续为国争光！”刘疆驰对未来充满了
信心。

“神射手”刘疆驰“击中”重庆杭州亚运首金

平时训练一天要打近300发子弹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记者27日了解到，财
政部等部门当日对外发布多则公告，明确延续实施
多项税费优惠政策。

为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支持企业发展，财政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的公告明确，继续执
行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优惠政策：自
2024年 1月 1日至2027年 12月 31日，继续执行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继续免征相关防疫
药品和医疗器械注册费的公告》（财政部 国家发
展改革委公告2021年第9号）和《财政部关于取消、
调整部分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7〕18 号）第三条规定的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
金政策。

为支持居民供热采暖，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联合发布的公告明确，延续实施供热企业有关税收
政策至2027年供暖期结束。为促进宣传文化事业
发展，延续实施宣传文化增值税优惠政策至2027
年底。

多项税费优惠政策
延续实施

据新华社武汉 9 月 27 日电 （记者 郁琼源
李思远）受近期长江流域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影响，三
峡入库流量随之升高。中国三峡集团数据显示，26
日2时15分，三峡电站总出力达2250万千瓦，实现
2023年首次满负荷运行。三峡集团表示，接下来
将密切跟踪长江上游来水情况和受电区域用电需
求，加强流域水雨情预测预报，优化调度三峡水
库，进一步做好防洪度汛、能源保供、年度蓄水等
重点工作，确保三峡工程持续发挥好巨大的综合
效益。

三峡电站实现
2023年首次满负荷运行

幕后故事幕后故事

9月27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拍摄的三峡
大坝及三峡电站（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