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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上下班通勤，先用软件预

约好，刚一出门，司机就停好

车等在路旁；夏天回家前，智

慧物管会提前启动空调，把室

温降到适宜的程度；养老、就

医、培训、观展……数字重庆

建设对重庆人的生活影响巨

大而深刻，不仅改变着人们的

衣食住行，还拓展和满足了人

们更高层次的需要。

来看看数字重庆建设带给

我们的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

到的数字生活。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会有更多创新数字技术的

出现和场景化应用，持续给市民

带来前所未有的新体验。

镂空雕刻的藤蔓、心形的笔洗造
型、玉石上清晰可见的纹路……随着鼠
标移动，深藏于博物馆之中的清代青玉
桃形笔洗，在电脑屏幕上展示着每一处
细节。

这只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以下
简称“三峡博物馆”）数字化工程的一个
缩影。作为全国数字化工程走在前列
的博物馆，如今的三峡博物馆已经通过
各种数字技术，让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
展览，得以在线上展出。

来自三峡博物馆的统计数据显示，
博物馆藏品数字化采集工作历时多年，
11万套28万件馆藏文物都有了高清
图片。

其中已形成藏品数据资源79390
件（套）、高清三维藏品1626件（套）、云

展览146部、云讲解171个、云教育（云
课程）59套、短视频190部、高清直播
10场以及沉浸式体验2套，都能在手机
上观看，并全部向社会公开。同时，数
字化环扫技术也助力三峡博物馆将线
下展览搬到线上。打开三峡博物馆的
微信公众号，观众能看到琳琅满目的虚
拟展览。

而数字化带来最明显的改变，是文
物可以更便捷地“走”出去。

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三峡博物馆推出“百物话百
年”馆藏百年历史文物展，100件馆藏
文物同时在新媒体平台展示，让文物
背后的党史故事得到更广泛、更深入
的传播。

与此同时，VR、AR等技术也在为三
峡博物馆所用。三峡博物馆推出的“体
验三峡”数字展厅，通过7分钟的沉浸体
验，带观众“穿越”到长江三峡的不同历
史时期，游览三峡的“前世今生”，观众
还可通过手势与大屏上的文物互动。

为了增加沉浸感，数字展厅还设计
了故事线，融合了三峡考古、三峡交通、
三峡书画、三峡盐业等文物要素，为观
众演绎出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下一步，三峡博物馆将加大数字化
应用场景打造，采取剧本杀、密室逃脱、
角色闯关、NPC扮演等游戏形式，让观
众通过换装扮演不同角色反复体验获
得相关历史知识。同时，三峡博物馆还
将推出“博物馆学堂”“三峡文博大讲
坛”“大汉气象”“渝情渝礼”“诗意三峡”
等数字化品牌。

（本报记者 李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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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推出的网上
虚拟展览。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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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新的订单。”近日，随着一
声铃响，潼南区人民医院消化内分泌
科护理专家冉妙惠的手机上出现“潼
心照护”上门护理订单的提示。原来
是在外地打工的杨先生通过“潼心照
护”数字应用给父亲预约胃管更换上
门服务。

杨爷爷因病无法自如行动，而家
人工作繁忙，不能长时间陪伴在他身
边，胃管更换成了问题，这让他十分
无助。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为杨爷爷更换胃
管了，接到订单后，急诊医学科主管护师
邓肸准备好医用物品后，立即出发。

邓肸技术娴熟、态度和蔼，还与杨

爷爷分享了许多关于健康护理的小贴
士。“这个妹子很仔细，动作也麻利。”杨
爷爷说，每一次他都能感受到上门医护
人员的温暖和关爱。

“许多出院患者尤其是老年人，
由于缺乏家庭护理，导致出现并发症
或病情反复，出院不久又重返医院。”
潼南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米照奎在
日常工作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和团
队提出一个解决思路：依托数字技
术，建立一套规范的监管体系，让医
疗机构的注册护士为老年患者、出院
待康复患者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患
者提供上门服务，从而帮助患者少跑
路、多受益。

今年7月，潼南区人民医院与华龙
网集团、浙江智慧网络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三方共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全市
率先落地“智慧照护”服务模式。

通过手机一键下单，护士、护理员
便可上门服务。潼南人可以通过“潼
心照护”平台，为老年患者、慢性病患
者等特殊人群“网约”护士和照护员，
居家病人缺乏专业护理和专业照护的
难题得以破解。

该平台还可提供在线咨询、视频问
诊、健康档案制定等服务，形成居家照
护、平台管理、服务保障等多跨场景管控
机制，做到“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目前，“潼心照护”第一批上线护
士60名、护工5名，氧气吸入护理、压
疮护理、造口护理等26个项目均可上
门服务。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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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南岸区邱家湾轨道交通站旁的
模块化智慧公厕，是南岸区首个模块化
智慧公厕。该公厕今年投用以来，解了
不少路人的燃眉之急。

除了具备蹲位情况可视化、微生物
降解等技术，模块化智慧公厕最大的特
点在于建设周期较短。一般公厕现场建
设周期在3个月左右，但模块化智慧公厕
建设周期只需要几天。

“模块化智慧公厕生产的大部分环
节都是在工厂，公厕在工厂进行工业化
流水线生产和调试检测，整个生产周期
需要45天左右。”南岸区城市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模块化智慧公厕出厂
后很快可以投入使用，不仅可以作为永
久的公共设施，也可以用于应急、临时
性活动的场景。

而位于江北区黄花园桥下公厕代表
了另一种更常见的智慧公厕。该公厕入
口处的信息显示屏十分抢眼，温度、氨气
浓度、厕所使用率、人流量……厕所的实

时运行数据一览无余。“该公厕安装了智
能卫生间系统，通过厕位导视、物联网感
知等技术，实时监测公厕环境状态。”该
公厕管理员罗万立介绍说。

市民离开厕所后，智能保洁机器
人就将出场。记者看到，检测到当前
厕位无人后，机器人会推出清扫刮板，
从前端喷少量水，把地面杂物推向前
方；完全扫过蹲便器后，刮板自动抬
起，停止喷水，吸附周围的脏物。之
后，刮板再次放下向后喷水，并用泡沫
封堵蹲便器的出水口，完成清洗后吸
干水滴。

来自市城市管理局的数据显示，
目前全市共有 86 座智慧公厕投入使
用。目前，我市已经出台了智慧公厕的
地方标准——《城市公共厕所智能化系
统技术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为我
市规范建设智慧厕所提供依据。“根据
《规范》指引，下一步我市城市公厕智能
化系统的设计和建设应符合数字重庆

建设要求，包含基础智能设施、智能节
能设施、智慧运营管理分系统等部分。”
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处处长舒亮伟
介绍。

（本报记者 崔曜）

江 北 区 黄 花 园 桥 下 公 厕 ，智 能
保洁机器人正在清理厕位（摄于 9 月
15 日）。

记者 尹诗语 摄/视觉重庆

“潼心照护”平台照护员在居民家
中为老人剪指甲。

通信员 何逢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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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互联网+护
理服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网络
正在处理病人预约事项（摄于 8 月 29
日）。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下了，太好
了！”10月24日，重医附一院呼吸内科门
诊，45岁的胡洁喜极而泣，连连向医生道
谢。这是怎么回事？

胡洁是万州人，两年前，在一次体检
中发现肺上有一个直径约为8毫米的实
性结节，边界有毛刺，这让胡洁十分担
忧。

原来胡洁的父亲、爷爷都患有肺癌，
属于肺癌高危人群。

“虽然医生告诉我，按照检查结果来
看，可以先随访，但我始终不放心。”胡洁
说，发现肺结节3个月后，她在重大附属
三峡医院复查了胸部CT，后来又分别在
重大附属肿瘤医院、市中医院、市人民医
院做了胸部CT。

这次，她选择到重医附一院再次复
查，接诊医生登录医生工作站，便可对胡
洁以往的CT影像检查结果进行跨院调
阅。

“两年来这个结节无论是大小还是
形态，都没有变化，超过2年没有变化的
实性肺结节，我们极大概率考虑是良性
的。”医生的话令胡洁吃下了定心丸。

让胡洁有些意外的是，医生怎么看
得到她以往的外院检查结果呢？这得益
于重庆市医学影像云中心建设，按照相
关政策，我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
可把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上传至云端，医
生可以跨院调阅，实现检查资料的互联
互通互认。

以往患者来看病，要么没带以前的
检查结果，要么带的是纸质报告和胶片，
这些对医生精准判断病情作用
并不大，比如照一次CT，通常
都有四五百张图像，胶片只会
随机选择20多张，并不能完整
地展现患者病情。现在能跨院
调阅患者的原始图像，医生就
能更精准地综合判断并给出
治疗方案。

据市卫生健康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市级医院
已实现检查资料
的 互 联 互 通 互

认，到2023年12月底前，这一范围将扩
大至全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实
现全市医学影像数据云端汇集、线上质
控、结果互认、资料共享。从2018年开
始，我市率先在全国开展“智慧医院”示
范建设，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智慧医
院”67家。

（本报记者 李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