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报视点 5CHONGQING DAILY

2023年8月 19日 星期六
编辑 蔡杨 美编 曹启斌

8月18日，江津区中医院在德感
院区庆祝第六个“中国医师节”。庆祝
会现场，医院对涌现出的“劳动之星”

“服务之星”等 35 名医师进行了表
彰。“很荣幸获得这项荣誉，我将铭记
一名从医者的初心，继续砥砺前行，用
真心、真情、真技履行护佑人民健康的
神圣职责。”获得表彰的肺病科一病区
主治中医师何运在获奖后表示。

“铭记医者初心，护佑群众健康”
是对江津区中医院280名注册医师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精神的最好诠释。他们默默奉
献，用青春与汗水书写了医院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人才强院
传承与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该院在传承传统中医药
的基础上，不断引入高水平的中医技
法，从而强化了特殊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不断刷新中医技能新高度，从而推
动了“名医建名科，名科兴名院”向前
迈进。

7月 22日，“岐黄学者郭军工作

室”签约授牌暨拜师仪式成功举行。
国家中医药领军人才——岐黄学者、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主任、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郭军正式收该
院7名年轻中医师为其弟子。入职
第三年的中医师姬晓彤就是其中一
员。

“无论跟师研讨，还是被点评处
方，常常有茅塞顿开的感觉。”跟师仅
一个月左右，姬晓彤就感觉自己从内
到外都有了全新认识。

目前，姬晓彤正在学习以新媒体
方式传播中医药文化。她希望通过这
一方式，让更多人接受中医药。“导师
传授的不仅是中医技能，还有对中医
的信心、克服困难的勇气、传承中医的
责任。”姬晓彤表示。

据介绍，自 2022 年以来，该院
着眼于学科和人才建设，不断完善
人才对外引进与对内培养机制。目
前，医院拥有区级二类人才1人，三
类人才4人，四类人才47人；院士1
人，全国名中医2人，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 1 人，全国科普巡讲专家 1
人，重庆市名中医2人，重庆市优秀
青年中医 4 人，江津区名中医 10
人，国家级名老中医师承教育博士
导师 1 人，湖北中医药大学硕士研
究生导师 7 人，重庆市区县医学头
雁人才3人。2023年医院外聘岐黄
学者 3 名并建立传承工作室，累计
已有 15 个国家级，市、区级名医工
作室（站）在医院挂牌。

提升服务能力
满足群众多层次健康需求

近年来，该院不断促进传统医学
和现代医学深度融合，临床医疗技术
得到全面提升。

6月17日，一名60岁的患者在该
院骨伤科成功实施“脊柱内镜下颈椎
间盘摘除术”。这一手术的成功开展，
填补了江津区同类微创手术的空白，
也为更多复杂的脊柱疾病患者开创了
获得微创化、内镜化治疗的良好先

例。据悉，2023年以来，该院先后申
报新技术、新项目47项，涵盖医疗临
床、医技各个方面，充分展示了核心技
术竞争力。

新技术层出不穷，传统中医技术
更是守正创新。

7月以来，该院结合时节推出穴位
埋线、三伏贴等中医综合疗法，引发了
江津市民前往中医院“打拥堂”的场
面。与此同时，医院制作发放中医药
健康知识宣传资料，不定期邀请中医
药专家讲课和开展义诊咨询，为广大
群众提供中医药特色食疗餐饮、香囊
制作等活动，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

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服务氛围，提升群
众中医药文化体验。截至目前，医院
共有中医诊疗技术74项，广泛应用于
临床，充分发挥了中医适宜技术“简、
便、廉、验”的特点。

在立足自身发展的基础上，该院
更是积极发挥区级医疗机构的辐射能
力，持续派出医务团队与基层医院携
手，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基
层首诊、分级医疗、上下联动、共同发
展”的目标。今年以来，该院的中医药
专家团队分别走进吴滩镇、嘉坪镇、塘
河镇、支坪镇、油溪镇等多个乡镇，联
合当地卫生院面向群众开展义诊、查
房、适宜技术推广培训活动，努力提升
基层医务人员的临床技能水平和临床
思维能力，全力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整
体服务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一院三中心”
探索慢性病特色疗法

8月2日，经过为期1个多月的筹
备，位于江津区中医院德感本部的慢
性病中医药干预专家门诊正式开诊。
首批慕名而来的慢病患者在经过专家
首诊，中医体质辨识，病情沟通后，这
些病人全部建立了完善的档案，成为
该院慢性病中医药治疗管理的第一批
对象，将在中医药专家的指导下开始
系统而持续的中医药干预治疗，这意
味着以江津区慢性病治疗管理中心为

代表的“一院三中心”（即重庆市首个
纯中药治疗糖尿病医院、江津区慢性
病中医药干预中心、江津区慢性病治
疗管理中心、江津区儿童青少年形体
矫治中心）正式进入实质性实施阶
段。截至目前，该院累积随访管理慢
病患者近百名，通过饮食指导、用药指
导、定期复查督导等多样化慢病回访
及管理服务项目，均逆转效果明显，深
受好评。

医院党委书记刘升兵表示，为贯
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
2025）》，医院积极探索慢性病亚健康
群体和慢性病干预、治疗的中医药方法
路径，依托强大的中医药优势和多年的
慢性病中医药治疗经验积累，联合中华
中医药学会慢病管理专委会国内顶级
专家，组建了庞大的专家团队进行研
究，采取外请全国专家建立工作室师带
徒、组织专家走出去临床跟学、线上授
课、经典名方搜集等方式，形成了较为
完整的中医药干预、治疗慢性病的服务
体系。“组建‘一院三中心’就是要全面
发挥中医药在慢性病防治中的独特作
用，通过准确的体质辨识实施中医辨证
论治，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治疗方案，调
理内在机能，益气固本祛邪，达到未病
先防、预病救萌、既病防变的功效，从而
降低慢性病的发生、延缓发展进程和减
少死亡率，同时也减轻患者家庭负担。”
刘升兵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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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初心与担当护佑群众健康

“岐黄学者郭军工作室”签约授牌仪式

江津区中医院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 实
习生 吴金锴）8月15日，“寻找巴
渝乡村振兴榜样——第三届重庆乡
村振兴十大年度人物、十大示范案
例”评选活动完成终审，并于今日起

向社会公示。
此次评选活动由重庆日报发

起，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农
业农村委、市教委、市科技局、市人
力社保局、共青团重庆市委、市科协

等单位指导，市乡村振兴局、重庆日
报报业集团主办，共设置“第三届重
庆乡村振兴十大年度人物”“第三届
重庆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案例”两个
奖项。同时，组委会今年首次设立
了2个“第三届重庆乡村振兴十大
示范案例”特别奖、15个“第三届重
庆乡村振兴十大年度人物”提名奖、
13个“第三届重庆乡村振兴十大示
范案例”提名奖。

评选活动从今年3月启动，共
收到339份参评资料，比上届多了
近80份，影响力进一步扩大。7月，
组委会邀请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
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共评出
25名候选人物、25个候选案例进入
终审环节，这些候选人物和案例有
较强的代表性，涵盖了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
振兴。其中，候选人物有村党支部
书记、驻村第一书记、致富带头人、
专家学者、新农人等；候选案例有龙
头企业、农业园区、乡镇和村社、田
园综合体、农业科技项目、乡村文化
项目等。

评选活动启动以来，重庆日报
对活动进行了集中深入的报道，新
华网、人民网、农民日报、抖音、今日
头条、快手、微视等媒体和平台纷纷
转载，形成了数千万级传播热度。
接下来，活动还将举行颁奖典礼。

据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评选结果公示期为：2023年8月
19日至26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
可与组委会办公室联系，电话：
023-63907136。

第三届重庆乡村振兴十大年度人物、
十大示范案例完成终审并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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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重庆乡村振兴十大年度人物”提名奖名单

□本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起步之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需
要典型引领、舆论引导，形成社会各界投身乡
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今年3月，由重庆日报发起，市委宣传
部、市委网信办、市农业农村委等单位指导，
市乡村振兴局、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寻
找巴渝乡村振兴榜样——第三届重庆乡村振
兴十大年度人物、十大示范案例”评选活动启
动。活动通过遴选、宣传典型，为重庆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8月15
日，在经过3个多月的征集报名、走访调研、
专家评审后，十大年度人物和十大示范案例
完成终审并公示。

这些心系乡村、成绩突出的人物与振奋
人心、给人启发的案例，将在我市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中
凝聚力量，形成带动和示范效应。

榜样引领

评选活动影响越来越大

“榜样是标杆，是模范，是鼓舞斗志的旗
帜。”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时代大潮中，发掘、塑造
典型，可以起到良好的引领带动作用。

自今年3月评选活动启动以来，就得到
了各方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3个多月的
报名征集阶段，活动组委会共收到339份参
评资料，收到了3000多万人次的点赞和留
言。经过初选，从今年3月起，重庆日报客户
端对参加“第三届寻找巴渝乡村振兴榜样”评
选活动的181个候选人物、158个候选案例
进行了展示。

与此同时，重庆日报派出记者深入区县
对参评对象进行了走访、调研、核实情况，并
通过报纸和新媒体平台刊发深度报道近100
篇，扩大了活动影响力。重庆日报客户端开
设了“寻找巴渝乡村振兴榜样——第三届重
庆乡村振兴十大年度人物、十大示范案例”活
动专栏，每天推出典型事迹；重庆日报视频
号、抖音号、今日头条号等新媒体平台，制作
了众多预热海报、快闪短视频。

“与上届相比，今年的评选活动有三大特
点。”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说，一是报名更
加踊跃，参评对象突破300大关；二是参评年
度人物、示范案例代表性更强。如候选的典
型案例均紧扣打造“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
建设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数字重庆建设、
守牢“三条底线”、实施“四千行动”、鲁渝协作
升级等；三是“朋友圈”越来越广，主办单位由
之前的4家增加到8家，支持单位也由2家增
加到5家，活动影响力不断提升。

层层遴选

一批新典型闪耀巴渝

榜样是展现时代精神风貌的窗口，是引
领社会风尚的旗帜。如何在339个典型人物
和案例中选出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的榜样，
组委会通过初审选出了25位候选人物和25
个候选案例。8月15日，又通过评审委员会
终审出了十大年度人物和十大示范案例。

记者梳理发现，十大年度人物按类型可
分为致富带头人、新农人、帮扶干部、专家学
者等，他们或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或扎根
基层躬身实践，或为乡村文化振兴建言献策。

为推动“大巴山药谷”种质资源的保护和
利用，重庆市大巴山中药研究院院长周益权

从2020年开始扎根大巴山进行研究。如今
在他的牵头下，《中国重庆城口·大巴山药谷
发展规划（2021—2035）》《中国重庆城口·大
巴山药谷实施方案（2021—2025）》出台，50
多种中药材在城口实现规范化、规模化开发
利用，中药材成为当地强县富民的支柱产业。

武隆区中医院副院长兼针灸推拿科主任
王锡原本是济南市中医院的一名医生，5年
前因为对口帮扶来到武隆区中医院支医帮
扶。为让山里的老乡看得起病，支医帮扶工
作结束后，王锡选择留在武隆，在武隆区中医
院建设了多个专科特色门诊，引进新技术新
项目，填补了山区部分医疗技术空白，成为守
护村民健康的“白衣卫士”。

十大示范案例，则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
努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探新路、开新局。

为掌握辣椒“芯片”，市农科院自主研发
的“艳椒”系列品种是我国推广区域最广、种
植面积最大的辣椒品种。目前，在武陵山区
和石柱、彭水等区县累计种植130余万亩，产
值达52亿元，带动8万多农户增收，在助力
全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产业发展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南川区德隆镇打造的茶旅融合促乡村振
兴项目，是该镇依托集村集体经济发展、生态
观光、特色民宿、科普教育等于一体的“茶旅
融合”乡村振兴示范项目。通过采用“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茶农鲜叶
户均销售收入达5万余元，解决当地群众
2000余人就业，年接待游客5万余人、旅游
综合收入超500万元。

此外，长江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打造的“厚
植大学生乡土情怀的四阶模式”是重庆乡村
人才振兴方面的“三全育人”项目。学院通过
打造“服务地方、服务乡梓、扎根奉献、报国利
民”的情怀系列特色课程，为乡村振兴培育更
多的青年人才。

舆论引导

为乡村振兴凝聚磅礴力量

市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对此次评选活
动给予了高度肯定。该负责人说，在全党深
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之际，持续举办评选活动，能
够更好营造重庆社会各界支持乡村振兴的良
好舆论氛围，不仅鼓舞了士气、凝聚了力量，
还能通过典型引领、舆论引导，激发广大干部
群众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的决心，坚定为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贡献重庆力量的信心。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潘
家恩认为，评选活动的连续举办，对重庆广大
基层干部群众起到了引领和鼓舞的作用，为
重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很好的典
型样本，值得学习借鉴。同时，他祝愿评选活
动越办越好，成为全国助力乡村振兴的一张
响亮名片。

评审委员会成员、共青团重庆市委青年发
展部负责人陈雪说，此次评选出的榜样为全市
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路径作出了积
极贡献。同时，他建议今后评选活动能展现更
多维度，凝聚更大力量，讲好年度人物和典型
案例的故事，进一步增强活动影响力。

评审委员会成员、永川区仙龙镇党委书
记赵维领表示，年度人物和示范案例具有广
泛的代表性和很强的示范性，这对扎根乡村
振兴一线，尤其是对基层干部来讲有很大的
鼓舞和启发。他希望组委会能将这些典型案
例进行成果转化，把好的经验推广开来。

凝聚各方力量 助力乡村振兴
——第三届“寻找巴渝乡村振兴榜样”评选活动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