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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31.44%

2 住房城建 18.37%

3 医疗卫生 15.79%

4 市场监管 9.32%

5 交通运输 4.80%

6 司 法 3.71%

7 民生服务 3.11%

8 治安管理 2.78%

9 城市管理 2.61%

10 商贸经济 1.59%

一周热点排序

这些事解决了

货车夜间扰民 责令改正
市民反映：巴南区巴南华府小区附近的停车

场内停放了大量货车，夜间不定时按喇叭，而且通
行时产生噪音，影响附近居民生活，希望相关部门
核实处理。

巴南区物流基地公司回复：接到市民反映后，
公司会同主管部门对该场地使用单位进行了约
谈，并责令其不能在夜间进行动车、鸣笛等行为，
以免对居民造成噪声困扰。

消防器材年久失修 整改完成
市民反映：江北区飞扬世纪小区，消防器材失

效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江北观音桥街道办事处回复：经调查，飞扬世

纪小区消防喷淋系统因年久失修，已丧失喷水功
能，小区高层存在很大消防安全隐患，影响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区消防支队、街道平安办等单位多
次督查下达整改通知书。现小区消防喷淋系统已
整改完成，并通过区消防支队和市消防部门的检
查。

下水道污水四溢 协调疏通
市民反映：大渡口区建胜镇伏牛溪社区长征

二村17栋门口下水道堵塞造成污水外溢，味道刺
鼻，希望相关部门协调处理。

大渡口建胜镇伏牛溪社区回复：经社区工作
人员核实，情况属实。社区物业站立即安排下水
道疏通公司对该处下水管道进行了清掏疏通，并
安排保洁人员对该处进行了冲洗消毒。

往农田倾倒污泥 责令清理
市民反映：垫江县鹤游镇长坡村龙井沟水库

附近，有人倾倒污泥进入农田，危害农作物，希望
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垫江鹤游镇政府回复：经核实，情况属实。立
即会同县环保局到现场进行污泥危害检测，检测
结果为一般淤泥；同时已追踪联系到倾倒人员，责
令禁止倾倒行为，并对已倾倒淤泥进行清理。

小区外墙瓷砖掉落 排除隐患
市民反映：江津区油溪镇明月社区明月街61

号小区外墙瓷砖松动掉落，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
关部门核实处理。

江津油溪镇政府回复：经核实，情况属实。立
即安排施工车和工人进行排危，同时拉起警戒线，
对过往行人和车辆进行劝导，现已排除安全隐患。

蹦床防护措施不规范 限期整改
市民反映：九龙坡区喜盈门范城 LG 楼反弹

蹦床公园防护措施不规范，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
关部门核实处理。

九龙坡谢家湾街道办事处回复：经街道联合
社区、安全专家一同前往现场查看认定，喜盈门范
城LG 楼反弹蹦床公园保护措施不规范，一是蹦
床内设置的灭火器箱距蹦床安全距离不足；二是
蹦床边缘有硬质物且未设置保护措施；三是蜘蛛
人区域存在硬质墙面且没有保护措施。针对调查
情况，工作人员已现场对重庆奥智体育文化推广
有限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督促其立
即对存在的隐患进行整改。

（记者 张莎 整理）

这些事还没解决
市民来电：璧山区新欧鹏凤凰城小区一期大

门附近管道施工完毕后，路基下沉，路灯杆倾斜，
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1月7日在九龙坡区朵力尚美国际
小区附近的市政停车位上停车，驶离时并未享受
到新能源车辆当天首次停车优惠2小时的政策，
市民对此不满，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九龙坡区丽水菁苑小区附近的滨
江外滩广场招商广告牌，夜间灯光刺眼影响市民
休息，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渝北区木耳镇中国摩小区附近的
港通大道上，每天都有大量渣车运送泥浆在此处
倾倒，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北碚区童家溪镇恒大翡翠湾小区
二期29栋附近山坡，树木被人砍伐后用于种菜，
破坏居住环境，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12345热线提供，截至2024年1月8日）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过去一年，群众就医有什么新感受？岁末
年初，记者对我市医疗机构进行了打探，发现
看病更方便了。

40家医院加入生殖医联
体，前期检查和部分监测可在
当地医院完成

“你看，这是娃儿的胚芽，这么小，好可
爱！”去年12月28日，孕期刚满35天的陈薇
（化名）在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做了B超，她
脸上满是笑容地看向丈夫，对即将到来的生命
充满期待。

这份期待背后却很是不易。陈薇今年35
岁，和丈夫结婚多年一直没要孩子，“起初是不
想要，后面是要不上。”今年初，陈薇来到重庆
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妇科做检查，发现其双侧输
卵管阻塞。

“当时，我就和丈夫商量做试管婴儿，于是
就想到了市妇幼保健院。”陈薇说，可细细一打
听，做试管婴儿并不像做手术那么简单，做试
管前要进行术前检查，合格后才进入试管治疗
周期，在该周期内，医生首先要制定促排卵方
案，通过药物促进卵泡生长，到卵泡发育成熟
再取卵，同时取精；卵子和精子在实验室结合
培养成胚胎，再将胚胎移植到子宫腔里。

陈薇粗略算了下，即使是一次成功，那也
得跑七八次，而且从万州到中心城区，即使是
坐动车也要近2个小时，加上挂号、候诊，不仅
辛苦，费用也高，还耽误工作。

听说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与市妇幼保
健院是医联体单位后，陈薇决定试一试。首
先，她在当地医院做了一系列检查，接着，由市
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专家远程制定了促
排卵方案。待卵泡长到一定大小后，陈薇被转
诊至中心城区，在市妇幼保健院完成了后续的
促排卵治疗、取卵及胚胎移植。

“整个过程，我只跑了一次中心城区，在中
心城区待了7天。”陈薇说，移植14天后，她成
功受孕。

“其实，我们接诊过很多从区县，甚至从市
外来的患者，就医渠道窄、花费时间多、往返交
通及住宿费用高等问题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
负担。”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临床医学
部副主任刘东云介绍说，为改善这一现状，该
院发起了生殖医联体建设，对医疗资源薄弱的
基层医院提供专业指导、技术支持，让优质医
疗技术下沉。具体来说，不孕夫妇可在市妇幼

保健院生殖中心专家远程指导下，在当地医联
体医院完成术前检查，促排卵方案制定，甚至
部分促排卵治疗，再通过绿色通道转诊到市妇
幼保健院继续治疗，完成取卵和胚胎移植手
术；后续的检查仍可在当地医联体医院完成，
由市妇幼的医生远程医嘱完成后续治疗。

另外，市妇幼保健院还会对医联体医院定
期开展线上线下培训、进修学习、现场指导等，
以达到不孕症诊疗的同质化；在部分医联体医
院还安排专家定期坐诊，方便患者就医和咨询。

截至目前，该生殖医联体已有40余家医
院，辐射涪陵、万州、南川、江津等区县，及四
川、贵州、湖南等多地，2022年至今，已帮助近
500对不孕夫妇完成试管婴儿助孕。

建成93家互联网医院，群
众可在线问诊

“互联网医院很方便，在手机上就完成问
诊、开药等。”1月2日，37岁的林女士刚结束
一次图文问诊。

她打开手机向记者展示说，首先打开重医
附属儿童医院公众号，点击进入互联网医院，
就会出现预约挂号、在线复诊、门诊MDT、发
热门诊等选项。在选择复诊后，就会出现科室
及医生列表，依次选择后，林女士向医生李洁

玲发起了图文问诊，费用15元。
林女士的女儿今年8岁，因发热曾在两天

前到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就诊，诊断为上呼吸道
感染，并开了药。可吃了两天药后，女儿仍然
发热，担心不已的林女士很想再带孩子去医院
看看，却又怕交叉感染。于是，她在互联网医
院发起了问诊，并将上次就诊的检查结果和处
方发给了医生。10多分钟后，医生回复：“从
血常规看，考虑病毒感染的可能大，病毒感染
一般要发热3—5天，如果吃药3天后无好转，
需要复查血常规。如果体温高峰下降或发热
间隔时间延长，可先观察。”

“这下我放心多了。”林女士说，虽然孩子
还在发热，不过发热间隔时间在慢慢增加，这
表示治疗在起效。

“互联网医院带来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了
患儿及家属。”重医附属儿童医院有关负责人
说，为应对这段时间以来的呼吸道就诊高峰，
该院互联网医院医技预约还增加了肺炎支原
体、流感等检测，家长可进行提前预约，实现诊
前自助开单，以便尽早拿到检测报告。

来自市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全市已建成93家互联网医院。其中，除三甲
医院外，不少二级医院也加入了互联网医院

“大家庭”。以沙坪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为例，

其互联网医院开设了在线问诊和复诊续方，有
多名医生“上线”为患者提供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
病、糖尿病“两病”门诊设置全
覆盖

前不久，62岁的张伟来到巫山县高唐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高血压门诊复诊，“最近
血压控制得如何？”坐诊的正是副主任医师李
雪梅。在仔细询问后，李雪梅为老人开了3盒
厄贝沙坦片。

“我的高血压就是在李医生这儿诊断的。”
张伟说，确诊后，他就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
理了“两病”门诊用药保障资格。

据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处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我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病、糖尿
病“两病”门诊已实现全覆盖，在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确诊的患者，可享受医保相关报销政策。

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还在积极探索高血压智慧门诊。比如沙坪
坝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购置了50余套智能手
环，免费租给高血压患者，该手环能自动收集
患者的心电、血压等数据，如果出现异常，就会
一键报警。

“我们希望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两
病’门诊，让慢性病患者管理离群众更近一
些。”市卫生健康委这位负责人说。

此外，我市还在推动慢性病防控关口前
移。以合川为例，该区组建了一支约350人的
健康指导员队伍，并定期进社区开展慢性病管
理宣传。“做菜的时候，要少放盐，这样对血压才
友好。”近日，合川区南津街街道南园社区居民就
上了一堂关于“三减三健”的课，区疾控中心工
作人员及健康指导员现场教授了不少高血压及
糖尿病的防控知识，居民们纷纷表示“很实用！”

据介绍，为做好慢病管理，我市各区县还将
建立医共体牵头医院慢病管理中心、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病管理站、村级慢病
管理工作室的慢病管理网络，针对高血压、2
型糖尿病、高血脂患者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推进多病共管，提供预防、健康教育、临床诊疗、
长期处方、靶器官损害筛查、综合评估、随访康
复、生活方式指导、运动处方等一体化服务。

生殖医联体 互联网医院 社区“两病”门诊

这些探索让看病更方便了

岁末年初记者打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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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熏制腊肉是一项重要的民俗。新春将至，
对很多重庆人来说，腊肉就是家的味道，也是
过年的味道。不过，近段时间重庆12345政务
服务便民热线却接到不少熏制腊肉扰民的投
诉。作为传统民俗，熏制腊肉如何做到既安全
环保又不扰民，成为考验城市治理水平的一道
课题。

熏制现场安全情况堪忧

1月6日，根据市民投诉，记者来到两江新
区人和街道川东石油家属院小区外的熏制
点。记者看到，这个熏制点在人行道上，系临
时搭建的帐篷，帐篷上方挂着“无烟环保熏肉
服务点”的牌子。

走进帐篷，记者看到熏制机旁边摆放不少
杂物，有塑料筐、塑料桶还有硬纸板，甚至还有
煤气罐。帐篷内有不少裸露的电线，连着灯泡
的插线板也悬吊在半空中。前方收费的工作人
员时不时点燃手中的香烟，地上有不少散落的
烟头。经过仔细寻找，记者发现排气筒“倒在”
了旁边的绿化带里，时不时会闻到刺鼻的烟味。

在南岸区新华小区外的腊肉熏制点，同样
存在安全隐患。熏制点旁边有不少商贩，有理
发的、卖早餐的，还有一家羊杂粉店，该店的煤
气罐直接放在马路上连到灶台。商贩摊位与
熏制点相隔不远，还有市民在附近抽烟打牌。

新华小区居民黄颖告诉记者，每次路过腊
肉熏制点都非常担心，“有人抽烟，又有人打火
做饭，旁边也没得消防器材，一旦发生火灾后
果不堪设想！”

熏制点信息不准不全市民困惑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不少市民并不知道规
定熏制点在哪里。在网上能找到部分区县发布
的集中腊肉熏制点，不过一些信息已经失效。

例如，两江新区人和街道万年路社区在其
公众号上公布了两个腊肉熏制点：人和街道吉
乐大道加新市场后门和金州苑·依山郡小区4
号门。按照公告，记者赶到加新市场却找不到
熏制点。

记者遇到了专程从冉家坝开车过来的刘
女士，她带着一节节香肠，却找不到熏制点。

刘女士比较困惑，前几年都是在加新市场附
近熏制腊肉，现在也不见踪影。她问了附近的
商贩，才知道熏制点已经搬到川东石油家属院
小区外。随后记者又赶到第二个公布点位——
金州苑·依山郡小区4号门，这里也空无一人。

记者整理了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腊肉集
中熏制点公告，发现信息不准确不及时，也不
全面。目前只有两江新区、渝中区、铜梁区、璧

山区、黔江区、巴南区、长寿区、武隆区、巫溪县
等少数区县发布了熏制点位，有些区县发布的
点位信息还停留在去前年甚至更早，上述区县
有些还是以街道、社区的名义发布，整个辖区
的点位不完整。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因为信息发布的缺
失，不少市民不知道何处熏腊肉，直接在家里
或者小区自行熏制，没经过处理的油烟污染困
扰着小区其他居民。

熏制污染不能一罚了之

据了解，重庆整治熏腊肉带来的空气污染
由来已久。早在2015年，我市环保、消防、公
安、城市管理等多部门联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重庆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等法律法规，全面制止城区户外和室内
烟熏腊肉等污染大气环境的行为。不立即停
止烟熏腊肉、露天焚烧将处以罚款。当时的数
据显示，生活污染在PM2.5中占比由10%上
升为16%，烟熏腊肉、露天焚烧是主要污染来
源之一。

不过，有关部门很快认识到，治理污染不
能一罚了之。

“空气污染需要治理，城市环境需要保
护，但是传统习俗也不能丢掉，市民实际的民
生需要不能忽视。”渝北区生态环境局大气科

工作人员彭友良告诉记者，我市设置集中熏
制点、采购环保熏制机都体现了治理方式的
转变。

以渝北区为例，各街道在2017年左右采
购了“无烟环保腊肉熏制机”，每个街道划定1
到2个集中熏制点。其中，熏制机由熏制箱、
冷却系统和净化系统三部分组成，腊肉挂在熏
制箱，底部加柏树枝密闭熏制，产生的油烟被
风机抽到冷却系统里降温后进入净化系统，排
出的绝大部分就是水蒸气了。

根据前几年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检测的
数据，使用“无烟环保腊肉熏制机”后，空气污
染确实得以改善。每立方米空气中颗粒物浓
度从过去的450毫克至500毫克降低到了3
毫克左右；每立方米空气中的油烟浓度能从
40毫克左右降低到0.6毫克左右。

安全、环保、便民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

从记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当前腊肉熏制仍
然是新旧问题交织。

从12345热线接到的投诉来看，仍然有
城市居民在自己家里、房屋楼顶、小区空地
甚至人行道上熏制腊肉，在农村不具备安全
条件的场地熏腊肉更是屡见不鲜，频频引发
火灾。

“不要在住宅区域内的楼顶、过道、厨房、

阳台、花园旁等地搭棚熏烤腊肉，一定要在地
势开阔、空旷，政府部门规定的地方熏制。”渝
北区消防救援支队工作人员刘依告诉记者，此
前他们出警的大部分火灾都是因为私自在家
熏制腊肉时不安全用火造成的。“特别是对农
村而言，用火导致的灾害比较多，熏腊肉一定
要远离易燃物，不要用硬壳纸、牛皮纸等可燃
物遮盖，要做到人走火熄或妥善隔离火源。”刘
依介绍说。

“对城市而言，用电带来的安全隐患较
大。”刘依介绍说，一些熏制点帐篷里面电线没
有穿管，熏制机电力负荷大，一旦发生短路，很
可能引发火灾。

同时，城区熏腊肉仍然要注意用火安全。
“即使熏制点已经做到无烟熏制，但附近有烟
头、硬纸板、煤气罐这些可燃物仍然有风险，应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刘依说。

对部分熏制点油烟扰民问题，彭友良表
示，由于环保熏制机由熏制人员自行采购，执
法人员将加大熏制机排放气体检测力度，确保
排放油烟浓度达标。

“烟熏腊肉看似是小事，其实也是现代
城市文明与传统习俗的碰撞。”彭友良表
示，安全、环保、便民三者之间并非是完全
对立的命题，一座包容的城市需要找到最
佳平衡点，让传统观念跟得上现代化治理
的进程。

这项传统民俗 如何安全环保不扰民
——熏制腊肉引发投诉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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