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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中医院

铸魂强基
推动医院全方位发展

江北区中医院将医院党建和中心
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力争使党建
工作融入医院发展、引领医院发展、推
动医院发展，成为区域医疗的响亮品
牌。

医院加强党建工作的思想引领力，
以党建培根铸魂。“根据医院工作特点，
各支部开展‘一支一品’的支部品牌创
建工作，创建了博士岗、巾帼岗等支部
品牌。第二支部‘红砖精神’入选‘重庆
卫生健康党建品牌示范案例’。通过将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落实到为群众办实
事上，第二支部开设便民服务视频号，
累计惠及群众100余万人，第四支部开
展义诊活动10余次，凸显了各支部战斗
堡垒的作用。”医院党委书记凌玲说。

支部强建设，党员争先锋。今年，
医院持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7
月，医院派出2名检验人员到江津支援，
医务人员克服重重困难，连续奋战3天
3夜，快速、高效地完成了近40万人次
的核酸检测任务。为了方便辖区老人，
医院党员职工冒着高温走村入户为60
岁以上老人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8
月24日，全市中心城区开展全员核酸筛
查工作，江北区中医院组织240名医务
人员在鱼嘴、华新街、建东社区共55个

点位、170个采样台开展核酸采集工作，
共计采集170700人次。医院还通过设
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党员志愿岗”和
开展计生特殊家庭优先就诊服务等形
式多样的活动内容，引导党员在服务窗
口、诊疗一线亮身份、立标杆、树形象，
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岐黄之美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怎样能让更多的民众了解中医、爱

上中医，进一步提升民众的中医药健康
文化素养？江北区中医院的答案是传
承创新。

为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医院长期
坚持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去年，
医院共举办“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讲座
186课时，捐赠中医刊物200本、中医折
页1万份，指导学校建设中医药文化长
廊、制作中药香包、种植中药植物等。

近年来，江北区中医院有序推进名
医名科建设工作，中医特色优势显现。
今年2月，骨伤科、眼科、脾胃病科获批
为市级中医特色专科建设项目；重症医

学科于4月恢复运行；5月叶秀英被评
为“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传承工作指导老师”，黄文强、陈昕等4
人被评为“第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继承人”。同时，医院将积极打
造叶秀英市级中医孕育劳模创新工作
室、市级名中医秦耘工作室、区级名中
医张弘星、张雷传承工作室，持续提升
医疗服务水平。在具体的诊疗中，医院
还广泛开展MDT多学科联合诊疗模
式。

目前，医院已进入健康发展快车
道，广大群众就医获得感和满意度大大

提升。

薪火相传
创建三级中医院

以医促研，以研助医，双轮驱动，共
同发展。其中，人才是发展之本。医院
把建立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和人才梯队
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有计划地吸纳专业
人才，特别是中医药类专业人才，提高
中医类执业医师占比；推进“人才强卫”
建设，继续加强学术技术带头人才、头
雁人才、中医青苗人才等的培养，扩大
医院影响力，提高青年专家知名度。

下一步，医院将以创建三级中医院
为主线，始终秉承着“弘扬国粹，患者至
上”的服务宗旨，将在铁山坪按“三甲”
医院的标准建设一所占地面积为78亩
的新院区，床位数量1000张。届时，医
院科室门类将更加齐全、专业特色将更
加突出、人才软实力将更加雄厚，既能
缓解医院床位难求的现状，又能发挥医
院优势专科对周边群众的辐射力，满足
广大群众“方便看中医、放心吃中药、看
上好中医”的健康需求，为居民带来更
多健康福祉。 童龙仙 何婧

图片由江北区中医院提供

江北区中医院坐
落于观音桥商圈，医院
建于 1980 年，已发展
成为一所中医特色突
出、学科建设完善、技
术力量雄厚、中西医并
举的二级甲等中医院、
全国示范中医院。近
年来，在党建引领下，
医院以提高医疗质量
和行风建设为重点，以
创办人民满意的三级
中医院为目标，认真履
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着力提升医疗服
务质量和水平，谱写了
医院高质量发展新篇
章。

江北区中医院铁山坪新院区(效果图)

积极创建三级中医院 增强优势专科辐射力

卫生 责编 胡东强 王萃

抽查单位

重庆市渝大水务有
限责任公司三万吨
水厂（二氧化氯）

重庆市双桥经开区
水务有限公司双路
水厂（二氧化氯）

重庆南川区自来水
有限公司梅垭水厂

（二氧化氯）
重庆市武隆区自来水
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坡
水厂（二氧化氯）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GB5749-2006

（限值）

备注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余氯/二
氧化氯
mg/L

0.10

0.10

0.22

0.05

0.10

0.11

0.28

0.15
余氯≥0.30

二氧化
氯≥0.1
余氯≥0.05

二氧化
氯≥0.02
1、本月抽检单位中，重庆市双桥经开区水务有限公司双路水厂的出厂
水、管网水耗氧量指标超标，其余水厂的出厂水、管网水各项检测指标
均达标。
2、重庆市渝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三万吨水厂，重庆市双桥经开区水务
有限公司双路水厂、重庆南川区自来水有限公司梅垭水厂、重庆市武隆
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坡水厂均按出厂水106项、管网水42项指
标进行检测。

浊度
NTU

0.46

0.31

0.57

0.37

0.87

0.94

0.38

0.40

1NTU
(水源
与净水
技术条
件限制
时为3)

耗氧量
mg/L

2.68

2.98

3.42

3.47

1.20

1.25

0.56

0.56

3mg/L
（水源限
制，原水
耗氧量
＞6mg/
L时为
5）

色度
(度)

＜5

＜5

＜5

＜5

＜5

＜5

＜5

＜5

15度

臭和
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
臭
异味

菌落
总数

CFU/ml

7

13

7

13

7

16

8

15

≤100
CFU/ml

总大肠
菌群
CFU/
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ml
不得
检出

耐热大
肠菌群
CFU/
100ml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100ml
不得
检出

肉眼
可见
物

无

--

无

--

无

--

无

--

无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22年7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4家供水企业的4个水厂开展了水质抽

样监测工作，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供节水事务中心 咨询电话：63061623

根据万州银保监复〔2022〕59号文件，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州支公司
长沙镇营销服务部2022年8月23日起予以撤销，《保险许可证》自批复下发之日起失效并注销，任
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再以上述机构名义开展业务。

公司本着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合法利益的原则，将通知有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充分告知交付保险费、领取保险金、后续理赔服务电话等事项，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后续服
务工作到位。

公司将依法妥善处理上述机构撤销后债权债务等其他事宜。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22年8月31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州支公司长沙镇营销服务部撤销公告
根据万州银保监复〔2022〕58号文件，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州支公司

岳溪镇营销服务部2022年8月23日起予以撤销，《保险许可证》自批复下发之日起失效并注销，任
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再以上述机构名义开展业务。

公司本着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合法利益的原则，将通知有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
受益人，充分告知交付保险费、领取保险金、后续理赔服务电话等事项，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后续服
务工作到位。

公司将依法妥善处理上述机构撤销后债权债务等其他事宜。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22年8月31日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州支公司岳溪镇营销服务部撤销公告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周思宇 吴燕霞

近年来，如何稳住旅游业并实
现旅游收入增长？重庆市巴南区的
主要做法是：深挖本地游市场，丰富
旅游民宿供给，让隐匿在乡村的“巴
县老院子”焕发活力。

据巴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
会统计，2022年1至6月，巴南共接
待游客2000万人次左右，旅游综合
收入达 8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5.35%和7.94%。

巴南位于重庆中心城区南部，
面积达1825平方公里，有198个行
政村，分布着多个富有巴渝传统民
居特色的“巴县老院子”，但它们大
多破败不堪，有的因年久失修成为
危房，有的因村民外出打工而闲置
已久。

对此，巴南紧盯市场需求，以市
场化运营为手段，将20处“巴县老
院子”打造成了各具特色的民宿，日
接待游客能力达4000人次。据统
计，2021年，巴南旅游民宿共接待
游客约22.89万人次，带动2000余
人就业。

位于巴南区天星寺镇花房村的
“花房筑·明院”，原是村民赵玲家闲
置了十几年的农房，长期无人居住、
杂草丛生。2019年，她将老房子折
算入股，交由合作的设计策划公司
经营。

公司总经理刘晓波带领团队改
造这处老院子时，保留了土坯墙、老
木梁，新增了现代化住宿设施，让破
败老农房迎来新生。记者在此看
到，旧石板铺就的院坝里，一座座竹
亭村舍掩映在蓝天绿树之间；房间
里有可以仰望星空的天窗，有供孩
童们玩闹的滑梯，有藏于房间深处
的酒窖……“我从来没想过猪圈还
能变成这么典雅的酒吧，黄土房子
能变得这么漂亮！”赵玲连连赞叹。

这样独具匠心的设计赢得了游
客的青睐。开业以来，刘晓波的乡
村民宿生意越来越好。“周末要想来
住上一晚，得提前一两周预订才

行。”刘晓波说。
除了改造老旧农家土屋，巴南

区还将区内古代、近代建筑资源活
化为民宿。坐落于天星寺镇芙蓉村
的民宿“别花山房”，就在清代“廖家
大院”旧址上复原建造，保留了古建
筑的原有形制、文化古迹和生活格
调，展现出独特魅力。

目前，巴南已完成全区老院子
资源调查摸底，共收集具备开发价
值的“巴县老院子”80余处，计划分
三年对其进行多渠道活化利用，促
进民宿产业提质增效。

巴南民宿不仅风格多样，经营
业态也丰富多彩。入住“花房筑·明
院”，游客可享受滑翔、野漂、茶道等
多种服务，沉浸式体验乡野生活。
在一家“游戏解压”主题的民宿，游
客赢得的游戏币可换购当地农产
品；而一家有亲子特色的民宿，则打
造了充满农趣的蔬菜果园，游客可
在此尽情采摘、品尝应季蔬果。

巴南区还将景区旅游与民宿产
业有机结合，不断探索产业融合之
路。记者在近两年人气颇旺的天坪
山云林天乡景区发现，这里设有萌
宠乐园、湖上泛舟、越野沙滩车等休
闲项目，在体验特色农家菜、室外烧
烤、篝火晚会等活动后，游客可入住
依山傍水的民宿，远离城市喧嚣，感
受自然之美。

为了盘活更多闲置荒废的乡村
老院子，巴南区采取直接出租、入股
经营和权益自愿退出等宅基地盘活
利用方式，推动民宿业发展，同时让
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自家的老
旧农房改造成民宿后，作为民宿股
东，赵玲每年可分红两万元左右。
当地很多村民经过专业培训，成为
民宿的服务员或管家，在家门口即
可就业。

“丰富的民宿供给有效促进了
农民增收和乡村旅游发展，为乡村
振兴赋能。”巴南区文旅委副主任马
培东表示，巴南将不断丰富旅游民
宿供给，进一步激发“老院子+旅游
民宿”的活力。

（新华社重庆8月30日电）

让乡村老院子焕发活力
——重庆巴南丰富旅游民宿供给观察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8月30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
获悉，全市农业农村部门正部署抗洪涝
防渍害、防病虫保秋粮、紧抓晚秋生产等
工作，全力以赴打赢秋粮丰收保卫战。

“久旱的重庆近期陆续迎来了降雨，
但千万不能忽视旱后可能有大汛。”市农
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据市气象局预
测，8月30—31日、9月8—9日、9月14—
15日有明显降雨过程，受此影响，巫山、
巫溪、城口等东北部部分区县土壤缺墒可
得到一定改善，但中西部及东南部土壤缺
墒现象仍将持续，加之嘉陵江流域上游四
川地区普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
方或将还有大暴雨，极有可能形成洪涝灾
害，对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

而眼下正是保秋粮丰收的关键时
刻，目前我市中山地区水稻、玉米处于关
键生育时期，甘薯、晚播大豆、高粱等在
土粮食作物都处在产量形成关键阶段，做
好防御旱涝急转的应急措施十分必要。

在抗洪涝防渍害方面，我市将坚持
“排、散、管、促”多措并举，促进农作物生
长有序。

比如针对低洼易涝地块，要及时疏
通沟渠，排除田间积水，追施速效氮肥，
促进根系和植株恢复生长，防止出现因

积水造成早衰、死亡等现象；针对受涝田
块，要加强肥水管理，追肥要快、养分要
全、数量要适当，起到养根护叶的作用，
同时及时中耕划锄，破除土壤板结，改善
通透性，保护根系，兼顾除草。

当前，我市农业生产除面临极端天气
的风险隐患外，稻瘟病、稻飞虱、草地贪夜
蛾等重大病虫害暴发流行风险大，对我市

水稻、玉米等主要秋粮生产构成威胁。
在防病虫保秋粮方面，全市农业农

村部门要坚持绿色防控、科学用药，发挥
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大力开展
统防统治、应急防治，重点防范草地贪夜
蛾、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玉米螟、稻瘟
病、纹枯病、大小斑病、马铃薯晚疫病等
重大病虫害，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危害损

失，实现“虫口”夺粮保丰收。
以防治马铃薯晚疫病为例，秋马铃

薯种植区在优先选用无病健康种薯、加
强田间肥水管理，严把种薯关、田管关的
基础上，按照“防在关键时期、治在初发
阶段”的要求，及时喷施保护性药剂，把
好预防关。田间发病初期，要立即拔除
病株带出田外深埋处理，并于3天内对
全田或在发病株四周较大范围内喷施治
疗性药剂和保护性药剂，把好控制关，严
防病害流行。

一方面要防御旱涝急转带来的影响，
一方面通过增补来弥补秋收损失。在紧
抓晚秋生产方面，全市农业农村部门坚持
早秋粮损晚秋补的原则，在往年基础上再
扩种50万亩秋马铃薯，新发展50万亩秋
菜，蓄留一定面积再生稻，因地制宜发展
果园套种等模式扩大秋红苕、秋荞麦等晚
秋种植，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最后一道防
线。同时，会同市供销社、市水利等有关
部门，做好种子、肥料、农膜和柴油等农资
的调剂调运，引导农民雨后及时蓄水、翻
耕空闲田土，确保第一时间开展晚秋生
产，千方百计把灾害损失补回来。

抗洪涝防渍害、防病虫保秋粮、紧抓晚秋生产

重庆全力以赴打赢秋粮丰收保卫战
千方百计夺取秋粮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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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月30日
16时，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
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

8月30日20时至8月31日20时，
城口县、开州区属于风险很高地区，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I级（红色预警）。
巫溪县属于风险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等级为Ⅱ级（橙色预警），云阳县、万
州区属于风险较高地区，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等级为Ⅲ级（黄色预警）。奉节县、
梁平区、忠县、垫江县、长寿区、彭水县、

合川区、潼南区属于有一定风险地区，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Ⅳ级（蓝色预
警）。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有关人
士提醒，发布红色预警后，预警区域应
加强地质灾害易发地段及地质灾害隐

患点巡查、监测、预警；相关区县及有
关部门应启动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
应急抢险处置工作；预警区域所有靠山
靠崖的居民应该加强警惕，做好转移准
备，一旦有险情出现，要及时避让撤
离。

重庆发布今年首个地灾红色预警

□本报记者 罗芸 见习记者 罗婧颖

8月28日以来，城口遭遇强降雨天
气。为确保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城口
县干部放弃休假，坚守基层，开展宣传、
巡查等工作，提前转移群众。

在暴雨中，全县3000余名干部坚守
岗位，度过了不眠之夜。

提前预判，百岁老人安全转移

29日入夜，天色晦暗。几名镇、村干
部来到庙坝镇石兴村三社唐友钊家，脸
上带着焦急。干部到达1小时前，地灾
监测员报告：段家梁地灾点出现新裂缝，
最宽处有5厘米，有塌方危险！

此处地灾点，影响唐友钊等3户10
余口人。同时，村干部反映，唐友钊父亲
唐德玉已100岁。为了方便转移百岁老
人，镇里专门调派了一辆越野车到石兴

村。车至唐友钊家，一家人正准备吃晚
饭。石兴村副书记汤胜益将可能存在的危
险作了简要说明。唐友钊看到开到家门口
的镇政府公车，感到情况紧急，答应马上转
移。29日晚11点过，唐友钊家附近的挡
墙已垮塌，沉降的公路达五六十米。

30日上午，听到干部们的反馈，唐友
钊心有余悸：“幸亏干部来得早，帮我们
安全转移出来！”

苦口婆心，3次上门说服群众转移

29日晚10点过，坪坝镇三湾村支书
苟显洪和镇干部一起，到村三社逐户敲门
做工作。院坝外，来接大家的车也一直亮
着大灯，时不时鸣笛，提醒大家撤离。

早在头一天接到暴雨预警后，镇里
的地灾监测员全部24小时值守，监测险
情。29日上午，李家院子地灾监测员李
道良发现地灾点出现新裂缝，立即向镇

里反馈。这个院子住着6户11口人，其
中年龄超过65岁的就有7人。

第一批干部来到李家院子，劝说大
家赶紧转移。当时雨下得小，有的老人
认为“这岩不会垮”，有的担心养的几头
猪没吃食，拒绝转移。下午，大雨来临。
干部再次上门做工作，再次无功而返。

29日晚10点过，第三批干部逐户敲
门做工作。村支书苟显洪和镇里负责地灾
防治的干部分头为大家讲解地灾危害性，
建议转移。“留得青山在，你老人家以后有
养不完的鸡鸭和肥猪！”最后，在干部们诚
恳的劝说下，老人们才恋恋不舍地坐上车。

完成转移工作时，已是凌晨。“群众
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再晚也得完成！”
苟显洪说。

冒雨工作，深夜铲除危险堵点

29日晚，复兴街道友谊社区工作人

员分成几个小组，到各个地灾点巡查。
社区副书记王升燕负责其中一个叫“煤
炭湾”的地灾点。“当时雨很大，撑着伞没
走几步，膝盖全部打湿了。”因感冒声音
嘶哑的王升燕回忆。

在煤炭湾一处公路涵洞，垮塌的泥土
碎石堵塞了排水沟，公路积水已到脚踝。
王升燕和同行的同事们一起，丢开伞，用
铁铲疏通堵塞处。半小时后，看着公路上
的积水慢慢降下去，大家才放心离开。

巡查小组继续前行，确定挡墙及周
边区域没有新的裂缝等滑坡迹象后，才
放心回家。此时，已是30日凌晨。

“有时候危险就在松懈的时候来
临。煤炭湾下面住着几十户群众，我们
一刻也不敢松懈，要确保群众安全才能
安心回家。”王升燕说。

在休息5个多小时后，王升燕和社区
干部一起，又投入了新一轮的地灾巡查。

暴雨中，城口3000余名基层干部彻夜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