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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足区第三人民医院以
党建为引领，围绕三级精神专科医院
等级创建，将医院高质量发展与群众
高品质生活紧密相连，医疗服务水平
及专科建设逐步提升，真正打通了服
务辖区人民健康的最后一公里，成为
守护百姓健康的保护神，从而推动了
党建工作与业务的深度融合。

强化党建品牌建设
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

“党建工作为医院健康发展明确
了方向，同时也助推了医院专科建设
的提档升级。”提及党建如何引领医院
高质量发展，该院党委负责人表示，医
疗卫生单位作为服务群众的重要窗
口，必须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筑牢医院文化建设的政治底色。
只有持续强化党的政治引领，才能充
分激发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形成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强
大动力。

为此，医院在每次的主题党日活
动中，有针对性地提出“党建如何引领
医院文化建设”“精神专科如何实现高
质量发展”“党建如何全面融合业务发
展”“医共体建设存在哪些问题？如何
实现医患共赢、上下级医院共赢”等相
关话题，真正让每名党员的思想在每
次主题党日活动中动起来、活起来，做
到件件有创意、件件有落实、件件出成

效，从而带动全院干部职工突出专业
优势，围绕群众关心的热点话题、健康
需求，全力打造“暖心党建品牌”。

医院在强化党建引领的同时，全
方位注重医院高品质的文化建设。据
介绍，在院领导班子形成统一共识后，
多次召开专题讨论会，在深入观察职
工行为文化、深度发掘医院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总结提出了“救死扶伤，促
进健康”的宗旨、“精技艺方立足，卫健
康以济世”的院训和“创一流精神专科
医院”的愿景，确立了“持续提高，务实
求精”的质量方针、“以人为本，差异发
展”的管理理念和建成“成渝中部地区
精神卫生中心”的战略目标。医院的

文化理念得到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充分
认同，指导医院的管理和员工行为，形
成了推动医院健康前行的强大精神合
力。

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专科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作为医院连接党和群众的桥梁及
纽带的基层党支部，如何承担党委的
下沉职责？如何参与科室的重大决策
和管理？成为医院党建工作的当务之
急。为此，大足区第三人民医院从框
架设计入手，在架构上打通党建与业

务融合的梗阻，将党支部的建设逐步
向临床一线倾斜。2023年2月22日，
上级党委批准成立医院党委，党支部
增加至5个。

对于党支部调整后对业务的促进
作用，临床第二党支部睡眠心理科主
任赵莉深有感触：科室自2022年4月
与市精神卫生中心合作共建以来，充
分盘活了现有业务用房和设施设备存
量资源，全院心理服务项目、心理治疗
技术力量得到了全面加强。市精神卫
生中心选派了主任医师范征丽、主任
医师吴胜和副主任医师周小艳3名专
家定期来院坐诊，科室诊疗范围涵盖
了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焦虑抑郁、睡

眠障碍等业务，弥补了医院以前睡眠
心理专业方向的业务短板，不断满足
了就诊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
求。

4月25日，是主任医师吴胜定期
来院坐诊的日子。在门诊室外，等着
专家就诊的患者排起了长队，其中有
第一次慕名而来的，有带着孩子来复
诊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通过
吴医生的精心治疗，睡眠及心理障碍
有了明显改善。

吴胜在诊疗间歇表示，青少年在
生长发育阶段难免有逆反心理，承受
着遗传、环境、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
面的心理压力。他提醒，一旦孩子出

现了焦躁、多梦、失眠等现象，家长和
学校一定要做好引导，教会孩子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若出
现行为异常，必须立即到专业医疗机
构进行药物、心理、康复等方面的治
疗。

睡眠心理科作为与市精神卫生中
心合作共建的重点专科，目前开展了
个体心理治疗、家庭心理治疗、放松治
疗、冥想治疗、音乐治疗、团体心理治
疗、沙盘治疗等心理治疗项目，具备
MECT、脑电生物反馈仪、经颅磁刺
激、针灸治疗、隔物灸等中西医物理治
疗，为患者的康复提供多样化的治疗
手段。

结合医院未来发展愿景，该院党
委负责人表示，目前医院专科体系全
面规划布局已基本完成，100张床位
的精神障碍合并传染病病区建设项目
已经封顶，500张床位的精神康复病
区项目正积极筹划中，去年6月启动
的“三级精神专科医院”建设今年将得
到全面验收。“围绕区委‘加快做靓享
誉世界的文化会客厅、建强链接成渝
两高桥头堡’，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优
化服务流程，改善服务态度，实施医院
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市精神卫生中
心大足医院建设，为群众享有高品质
生活提供更好医疗保障。”

马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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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当好群众健康保护神大足区第三人民医院

大足区第三人民医院门诊部 睡眠监测治疗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邱悦

“看似寻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
艰辛。”近日，“新时代奋斗者——
2023年重庆市最美产业工人”发布仪
式举行，在发布仪式后台见到冉天然
时，他向记者展示了用相框裱起来的
一句诗，说这是他师傅在一次公司科
技创新推动会后，写给他的寄语，“这
句诗一直伴随我在工作中进步和成
长，勉励自己，世上没有简单易成的
事情，要耐得住寂寞、坚守自己的岗
位，不断在技术改革创新上取得新突
破。”

2010年7月，冉天然进入重庆天
原化工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操作工、
DCS操作员、值班长、调度员，目前是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氯碱分厂二级
主任工程师。

深厚的技术积淀，已成为他挑战行
业难题，创新废盐回收利用制碱工艺的
底气。

“无处安放的固态废盐，是化工行
业的‘老大难’，不仅处置费用高，还容
易污染土壤和水。”公司负责人说道。

看着固态废盐堆积如山，冉天然就
想能不能变废为宝。

废盐处置技术难度大，可复制性
差，投入产出比差。面对行业痼疾，冉
天然敢想敢干，怀着挑战的心态开始研
究。

冉天然介绍，废盐杂质含量较高，
主要包含有机杂质和无机杂质，“我们

先通过高温裂解有机杂质，然后使用沉
淀法去除钙、铅、镉、汞。”

沉淀法只能将废盐重金属粒子含
量降到百万分之一，仍远远达不到作为
制碱原料使用的要求。面对困难，冉天
然又动起了脑筋。

“树脂吸附的处置成本较高，一开
始根本没有考虑。”冉天然说，后来在研
究过程中，他发现把沉淀法处置过的废
盐，再用树脂吸附，成本上就划算很多，
废盐中的重金属也能降低到十亿分之
一级别。

经过多道工序处理后的废盐，可达
到制碱原材料纯度标准，作为原材料投
入生产使用，既降低生产成本，又保护
环境。

作为劳模和工匠创新工作室带头
人，冉天然一直在循环经济、绿色环保
的道路上奔跑。2022年，他带领团队
创新工艺，回收制碱产生的废水和废
盐，解决了废盐处置这个行业难题，对
实现“零排放”，真正做到变废为宝，让
环境更美好发挥积极作用。

这些年来，冉天然主持完成了氯碱
分厂的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项目20余
项，其中主持完成的片碱冷凝水回收技
改项目，每年可以减少污水排放15万
余立方米，同时大幅减少纯水使用量，
每年可降低生产成本150余万元，成为
公司节能减排的典范。

“作为化工行业人，永远走在攻坚
克难的道路上，我的目标是既要让产品
满足市场需求，同时也要满足老百姓对
绿水青山的向往。”冉天然说，只有生态
得到保护，人民生活才能幸福，这就是
新一代化工产业工人的追求。

2023年重庆市最美产业工人冉天然：

挑战行业难题 废盐变废为宝

最 美 产 业 工 人

（上接1版）
锚定智能制造，今年我市计划再建

10个智能工厂、100个数字化车间，为
更多企业插上“数字化翅膀”。

培育新兴产业 壮大数字产业

两江新区明月山上，“中国复眼”一
期项目4个天文雷达高高耸立，遥测深
空。去年底，它们拍摄到国内首张地基
雷达三维月面图，拓展了人类深空观测
边界。

逐梦太空，当前重庆正瞄准技术前
沿布局卫星互联网产业。今年3月，明
月湖数字经济暨卫星互联网创新发展
大会上，重庆数创园揭牌，吸引首批50
家数字企业落户。

一手锻长板，一手补短板。去年7
月，我市启动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满天星”行动计划，按下软件产业发展
“加速键”，一批数字企业蓬勃兴起——

在西部（重庆）科学城金凤软件园，
近一年来汇聚了一大批软件企业，预计
到2025年将集聚软件从业人员6万
人；

在九龙坡，重庆数字大厦从去年8
月投用以来，已吸引了40多家数字企
业入驻，“数智赋能”效果初显；

在渝中，重庆数字经济产业园集聚
浪潮、趣链等一批数字经济头部企业，
带动全区今年一季度软件业务收入实
现两位数增长；

……
“壮大数字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应有之义。”市经

信委主任蓝庆华表示，我市将积极完善
“芯屏端核网”全产业链，不断提高产业
能级完善产业链条。

夯实数字底座 完善数字基建

发展壮大数字产业，加快推动数字
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需要完善的数字
基础设施作为支撑。

为此，近年来，我市持续加快5G、
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不断夯实数字底座。

比如，两江新区水土新城汇聚了中
国移动（重庆）数据中心等一批数据中
心，具备8万个机架、近40万台服务器
支撑能力，成为西部地区集中度最高、
规模最大的云计算基地。

作为国家首批5G规模组网建设
和应用示范城市之一，重庆的5G发展
同样跑出“加速度”——目前全市已开
通5G基站7.3万个，每万人拥有5G基
站数名列西部第一。

在企业智能化改造进程中，工业
互联网是重要工具，标识解析体系则
是工业互联网的“神经中枢”。截至目
前，工业互联网国家顶级节点（重庆）
累计标识注册量达到200.3亿，累计解
析量152亿，接入企业节点数2.17万
个。

市大数据发展局局长代小红表
示，接下来，我市将继续推动5G和千
兆网协同发展，深化拓展中新国际数
据通道应用，积极参与“东数西算”工
程，助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
和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

本 报 讯 （记 者 韩 毅）5 月 3
日，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
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合计2.74
亿人次，同比增长70.83%，按可比口径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119.09%；实现
国内旅游收入1480.56亿元，同比增长
128.90%，按可比口径恢复至2019年
同期的100.66%。

来自市文化旅游委和携程、去哪
儿、飞猪、驴妈妈等的数据显示，重庆文
旅热度位居全国前列。在携程发布的

“热门旅游目的地TOP10”中，重庆位
居全国第七；飞猪数据显示，重庆是全
国第七大“五一”假期最热门目的地；去
哪儿数据显示，重庆是全国第六大热门
出发地。

市文化旅游委数据显示，节日假
期，我市接待过夜游客累计接待人数为
143.89万人次，同比增长69.5%，恢复
到2019年同期的108.3%；纳入重点监
测的全市 120 家旅游景区接待游客
641.26 万人次，同比增长 67.2%，较
2019年同期增长17.9%。

其中，都市旅游尤其火爆。磁器
口古镇接待游客73.79万人次，洪崖洞
民俗风貌区接待游客 51.91 万人次。
5A景区仍是跨省游、团队游首选，武
隆喀斯特旅游区接待游客35.21万人
次，黔江濯水景区接待游客18.19万人
次。主题乐园类景区备受年轻群体和
亲子家庭喜爱，美心红酒小镇景区接
待游客56.3万人次、重庆欢乐谷接待
游客12.49万人次。历史文化类场馆
人气高涨，歌乐山烈士陵园接待游客
13.75 万人次，三峡博物馆接待游客
7.82万人次，大足石刻接待游客6.42
万人次。

从手机漫游情况看，全市手机漫游
共6249.82万台次，较2022年同比增

长48.0%。
其中入渝漫游2670.63万台次，较

2022年同比增长45.3%，入渝漫游前5
名是：川、粤、黔、鄂、浙；离渝漫游
3579.19万台次，较2022年同比增长
50.1%，离渝漫游前5名是：川、粤、黔、
浙、鄂。

除了旅游，我市文化活动同样丰富
多彩。假期，我市开展了第八届重庆文
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春夏）活动，举办文
旅消费活动173场次，吸引756.23万
人次参与，发放文旅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2785.2万元。

全市各艺术单位及民营演出团体
加大文化艺术产品供给，共演出265
场，接待观众超过7.3万人次。

全市43家公共图书馆、41家文化
馆推行免费开放和延时服务，并提供内
容丰富的线上服务，吸引到馆人数
110.12 万人次，线上服务 65.05 万人
次。全市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
众文化活动215场，如渝中区人文主题
摄影作品基层巡展等，吸引游客、市民
38.45万人次参与。

“分析今年‘五一’旅游市场的消费
特点，长线出行需求的强烈释放是最大
亮点，并带动了‘吃住行游购娱’整条产
业链的繁荣复苏。”携程研究院战略研
究中心主任彭涵称。

携程数据显示，国内景区门票订单
量同比增长9倍，较疫前2019年“五
一”增长超2倍。住宿方面，国内跨省
酒店预订占比超过70%，订单量相比
2019年同期增长显著。

驴妈妈旅游网联合奇创旅游集团
发布的《2023五一假期出游盘点报告》
显示，包括门票、酒店、自由行、跟团游
等在内的多种类型的国内游旅游产品
预订人次已反超2019年同期。

“五一”全国2.74亿人次出游
重庆文旅热度居全国前列

重庆过夜游客人数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108.3%，

120家景区游客数量较2019年同期增长17.9%

本报讯 （记者 郑三波）5月 3
日，市商务委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

“五一”期间，重庆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
销售额同比增长20.1%，较2019年同
期增长9.4%。

中心城区 8大商圈零售额
恢复到2019年水平

“五一”期间，我市各区县、商业综
合体、商家、银行，推出超100场时尚主
题活动和超300场特色消费促进活动，
发放亿元消费券，共同开启了重庆消费
市场“闹热”模式。

如，渝中区联动中国银联以及30
余家商贸企业共同开展暖春消费季，通
过云闪付平台向市民发放暖春惠民消
费券拉动节日消费，解放碑商圈日均人

流量达72.4万人次，同比增长19%。
九龙坡面向市民发放海量钜惠福

利，区重点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
12.5%。两江新区统筹约2000万元促
消费资金，5家重点商场实现销售额
1.5 亿元，与 2022 年同期相比增长
11%。

市商务委数据显示，中心城区8大
商圈零售额同比增长4.4%，已恢复到
2019年水平。

餐饮业迎来今年首个“井喷期”

“现在还可以预订到座位吗？”“第
二轮就餐的座位下午18时已排满，给
您预订第三轮，您看可以吗？”

5月3日13时，市民石思林宴请外
地朋友，预订鲜龙井火锅南山店座位，

发现就餐时间已排到了20时后。该店
店长介绍，他们店客流量和2019年同
期相比增长了45%，营业额增长40%
左右，最长排队到500多号。

“五一”期间，类似情况重庆处处可
见。“重庆餐饮业，迎来今年以来的首个

‘井喷期’。”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五一”期间，重庆堂食线上订座量较去
年同期增长2倍以上，全市重点餐饮企
业餐饮收入基本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
平。

多地农家乐营业额同比增长
两成以上

“五一”期间，我市各景区游客扎
堆，带动整个旅游产业链复苏。

在中心城区，礼嘉商业中心开展国

际露营生活节，推出城市沐光空间、国
际露营咖啡节、年轻集市等主题活动；
洪崖洞外墙亮灯时间延后半小时，给游
客带来更好的视觉体验；红岩村、白公
馆、渣滓洞等景区举行诗朗诵、情景剧
等，演绎红色故事。

与此同时，各区县景区也纷纷推
出特色活动。如，南川金佛山景区开
展赏花游园活动，可观看大型汉服巡
游，欣赏国风舞蹈演艺，体验手绘国风
纸鸢等；酉阳龚滩古镇举办艺术龚滩·
民谣风筝节，现场有超大异形风筝供
游客涂鸦放飞，还有精彩民谣轮番上
演等。

市商务委数据显示，“五一”期间，
綦江、黔江、忠县、万州四地农家乐营业
额，同比分别增长了 43.9%、40%、
25.2%、25%。

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20.1%，较2019年同期增长9.4%

“五一”假期重庆消费强劲

5月2日，夜色中的十八梯传统风貌区，游人络绎不绝。“五一”假期，承载着山
城人记忆的渝中区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到此打卡。

市文化旅游委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全市120家纳入重点监测的旅游景区接
待游客641.26万人次，同比增长67.2%，较2019年同期增长17.9%。

见习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十八梯老街凸显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