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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医附属大足医院肾内科自成立
以来，不仅迅速成长为重庆市临床重
点专科，还成为了重庆市慢性肾脏病
防治联合体的关键成员，并加入了西
部血液净化通路管理联盟、西南肾脏
病重症救治联盟。作为集医疗、教学、
科研及慢病健康教育管理于一体的临
床重点发展学科，肩负着全区肾脏疾
病及各种中毒疾病的救治与预防保健
重任。目前，医院已成为渝西地区技
术先进的血液透析治疗中心，在技术
创新与服务患者上不断突破，为群众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音。

精准诊断
避免不必要手术

尿毒症的治疗，血液透析是关键
一环，而通畅的血管通路则是透析治
疗的生命线。为此，该院肾内科组建
了一支专业的血管通路团队，致力于
为患者选择并维护最佳的透析通路。
从最初只能进行简单的内瘘手术，到
如今能够开展复杂的高位动静脉内瘘
手术，完成全区首例人工血管术，以及
为透析通路状况欠佳的患者进行PTA
手术，技术实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患者梁某，41岁，因慢性肾衰竭
（尿毒症期）在当地医院接受了股静脉
置管后的血液透析治疗两周。为了给

长期血液透析做准备，梁某转入该院
肾内科要求行动静脉内瘘术。然而，
经过肾内科医护团队详细询问病史、
查体及完善相关检查后，医生们发现
该患者的情况并非单纯的慢性肾衰
竭，存在急性肾损伤的可能性。基于
这一发现，团队决定暂停原定手术计
划，转而对梁某进行针对性的积极治
疗。最终，梁某的肾功能完全恢复正
常，不仅摆脱了血液透析的依赖，还避
免了不必要的手术。

肾内科副主任尹能品表示，从精
准评估血管情况、制定最佳手术方案，
到引进新技术、提升服务水平，科室不
断着力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
医疗服务。

细致入微
让患者重拾生活信心

如何将患者的需求放在首位？如
何发挥公立医院标杆和示范引领作
用？如何更好地服务患者？是肾内科
医护人员长期思考的问题。

“真的感谢医护人员，我现在身体
感觉好多了！”近日，82岁的唐爷爷说，
他长期受双下肢水肿的困扰，辗转多
家医院治疗效果均不理想。在该院肾
内科住院后，医生通过详细查体和完
善的血常规检查，发现唐爷爷存在重

度贫血，并考虑到可能存在消化道出
血的情况。经过胃镜检查和消化内科
会诊，最终确诊为钩虫病。在肾内科
和消化内科的共同努力下，唐爷爷接
受了针对性的治疗，病情逐渐好转，精
神状态恢复，饮食正常，双下肢水肿完
全消退。

与唐爷爷有同感的还有现年59
岁的姚女士。6月17日早晨，姚女士
独自外出，在医院门口突发头晕，瘫软
在地。幸运的是，医院肾内科护士陈
梅和李雪瑶恰巧经过，展开紧急救援
的同时将姚女士安全送到病房进一步
救治。经过一系列检查，发现姚女士
除患有肾脏疾病外，还合并神经系统
的合并症。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
下，姚女士的病情逐渐稳定，头晕症状
明显减轻。“你们是真正的白衣天使，
没有你们，我今天可能就没命了！”姚
女士事后说。

温情守护
用爱点亮希望之光

在重医附属大足医院肾内科透析
室，每一天都上演着忙碌而有序的场
景。透析病人每隔一天就要来一次医
院，与医护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
带。透析室内，护士们忙碌的身影穿
梭其间，点名称重、准备透析器、为病

人扎针……每一个步骤都显得那么专
业而熟练。在这里，医护人员与病人
之间不仅仅是医患关系，更像是一家
人，彼此关心、彼此陪伴。

护士长申敏表示，透析室的护士
们每天承担着巨大的工作量，她们只
能轮流休息。然而，面对病人们的需
要和期待，她们毫无怨言，始终坚守岗
位。她们用专业的技能和无私的奉
献，守护着每一位透析病人的生命。
在4小时的透析过程中，护士们需要频
繁地为病人量血压、调整治疗参数，同
时还要确保交叉感染的风险降到最

低。高频率的洗手消毒让她们的双手
常常干燥脱皮，但她们从未有过一丝
懈怠。

除了提供专业的医疗服务，透析
室的医护人员还用真情实感温暖着
每一位病人。她们自发组织捐款捐
物，帮助病人解决经济上的困境；
在寒冷的冬季，为病人买来保暖鞋
袜……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
让病人们在病痛中感受到了亲人般
的温暖。透析室的温情故事和优质
服务，不仅让病人们看到了生命的希
望，也诠释了医院“以人民群众健康

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以患者为中心
守护患者“生命线”

近年来，该院肾内科医护人员始
终秉承着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在临
床工作中保持高度责任心，认真思考、
分析每一个病例，为患者提供个性化
的诊疗方案。无论是面对尿毒症患者
透析通路的精准选择与精心维护，还
是针对各种复杂肾脏疾病的综合治
疗，肾内科团队都展现出了卓越的专
业能力和深厚的医学底蕴。

同时，通过定期举办义诊、讲座等
活动，普及肾脏疾病防治知识，提高患
者的自我保健意识。通过组织团建活
动等形式，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让患
者感受到“透析之家”的温暖与关怀。

重医附属大足医院党委书记石山
表示，肾内科的发展只是医院在推进
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缩影。面对
新形势下就医群众多元化的健康服务
需求，只有不断提升医院管理质量、医
疗技术、服务态度，才能真正让“以人
民群众健康为中心”的理念落地，群众
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能在
高质量发展中得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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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界石镇 党建统领“四治融合”打造和美乡村新风貌
近年来，巴南区界石镇以“党建统

领·百村振兴”为引擎，深度融合“自
治、法治、德治、智治”，全力打造和美
乡村全新风貌。

在“巴适小院”创建中，界石镇创新
实践“群众商议规划、村集体支持、群众
投工投劳”的模式，激发村民主动性，截
至目前，镇内已成功打造12个“巴适小
院”，并设立“院落议事点”，构建起“小事
不出院、大事不出村”的共治格局，焕发
出乡村治理的生机与活力。

界石镇以法治为基石，探索“党建+
法律服务”“党建+人民调解”“党建+普
法宣传”三大机制，形成覆盖镇、村、网
格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党员充分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成功调解纠纷120余
起，调解成功率超95%。

德治为魂，润物无声。界石镇充分
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抓住党员这个

“先锋队伍”，传播文明理念、破除陈规
陋习。党员宣讲团深入百姓家中，推动
扶老济困等乡风文明行动深入人心。

通过道德积分评议、乡风评比等创新激
励措施，形成“支部主导、党员示范、群
众紧跟”的生动格局。

数字赋能，智治先行。界石镇坚持
建好用好“一中心四板块一网格”基层
智治体系，将全镇88个村网格、79个村
网格党小组和基层智治平台高效联
动。今年10月，84岁的朱婆婆外出迷
路，通过基层智治平台统一调度指挥，
多跨协同4个部门、单位70余人联动，
快速寻回了走失老人。冯秀秀

南川：无人机快速清除马蜂窝保供电安全
11月29日，国网重庆南川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利用喷火无人机，快速完成了
南川区110千伏鱼松线85号杆塔上的马
蜂窝清除，消除了潜在的安全隐患，为输
电线路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据当地村民反映，位于村庄旁的输
电杆塔上发现了一个马蜂窝。收到信
息后，该公司输电运维班工作人员立即
赶往现场查看情况，该马蜂窝在杆塔上
的位置距离输电线路非常接近，在风雨
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下容易引发线路短
路故障，从而影响周围地区的供电稳

定，同时当地村民在劳作时也需要从杆
塔附近经过，威胁着村民的生命健康安
全，需要尽快清除。

上午9时，输电运维班的工作人
员带着两台无人机，来到现场进行喷
火清障作业。在做好现场消防安全和
喷火无人机安装准备后，先是在原地
进行了试飞以及试喷火，确保整个喷
火清障流程无任何问题后，清障作业
正式开始。工作人员通过监视器仔细
地观察，熟练地操控喷火无人机飞向
指定位置，悬停、瞄准、喷油、点火，整

个过程一气呵成，通过多次喷火后马
蜂窝表面结构逐渐碳化脱落，最终只
剩下一块底座。

传统人工清除需要4人攀爬塔架，耗
费2到3个小时，相比之下，无人机喷火清
障风险低，效率高，省时省力省心，解决了
传统人工清除作业的诸多弊端。

接下来，该公司将加强对电网线路
异物排查治理工作力度，利用无人机、
可视化监测装置开展常态化监测，确保
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冯程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周尤

426人参加16个竞赛项目7个表
演项目，斩获奖牌74个，其中竞赛项目
一等奖11个、二等奖32个、三等奖24
个，表演项目一等奖1个、二等奖3个、
三等奖3个。一等奖和奖牌总数均超
过上届，并获运动会“道德风尚奖”，实
现参赛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

这是在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上，重庆代表团交出的
一份亮眼成绩单。

重庆历来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发展工作，一直致力于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传承发展繁荣，通过赛事引领、教
育普及、创新融合等方式推动民族传
统体育生生不息、焕新出彩。

赛事引领，搭建交流互鉴的桥梁

重庆是全国唯一辖有民族自治地
方的直辖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统计，全市少数民族人口217.1万
人，占全市总人口的6.77%。石柱、秀
山、酉阳、彭水4个自治县和黔江区是
少数民族聚居区，共有少数民族人口
178.9万人，占全市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82.4%。万州、武隆、忠县、云阳、奉节、
巫山6个区县辖有14个民族乡，全市
各区县均有少数民族群众居住。

如何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走出
去”，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重庆首要
的做法是，通过举办参加各类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赛事，搭建交流互鉴的桥
梁。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就
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从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参赛情况看，我市共组团参加
了花炮、珍珠球、木球、蹴球、毽球、龙
舟、独竹漂、秋千、射弩、陀螺、押加、高
脚竞速、板鞋竞速、民族武术、民族式摔
跤、民族健身操等16个竞赛项目的比
赛，各民族区县和有关高校还结合自身
民族文化特点，自创编排了花样跳绳、
跳花绳、竹玲球、抢天地球、秀山黄杨
棍、花山铃舞、竹马球7个独具民族特
色的表演节目。

除了大型的全国赛事，极具重庆
本地特色的赛事也是“百花齐放”。

在少数民族特色村镇，重庆积极开
展民族体育展示展演活动。黔江区板
夹溪十三寨、彭水蚩尤九黎城、武隆石
桥苗族土家族乡等地，都举办过花样跳
绳、打陀螺、独竹漂等系列民族传统体
育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和观看。
石柱黄水镇、酉阳龚滩镇、秀山西街等
少数民族特色村镇，更是利用“舍巴节”

“牛王节”“三月三”等民族节庆活动，开
展土家玩牛、摆手舞、竹竿舞等民族传
统体育表演，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
时，领略到了浓厚的民族风情。

此外，对全市范围内的特色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梳理，发现共
有 10 项：竞技运动《竹铃球》《天地
球》，技巧运动《板凳龙》，健身娱乐运
动《土家四十张》《秀山花灯》《花灯健
身操》《土家摆手舞》《三棒鼓》，惊险运
动《高台狮舞》，还有少数民族传统武

术《向氏武术》。
在赛事的推动下，地方经济的发

展也得到了促进。以合川为例，其举
办的中华龙舟大赛等大型赛事已成为
国内知名的体育赛事品牌，吸引了大
量游客前来观赛旅游。

教育普及，培养新一代传承者

青少年是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要薪火相传，必须在教育普及上
下功夫。

重庆高度重视在教育领域的普及
工作，实施民族文化进校园工程，在全
市中小学和职业院校传承、推广高脚、
板鞋、毽球、射弩、蹴球、陀螺、木球等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体育项目。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土家竹铃
球，就是一个让传统体育项目融入教
育教学的典型案例。

土家竹铃球源于土家族生产生活，
经历代演变发展，如今已成为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2019年，“土家竹铃
球”被列入重庆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石柱县民族
中学还成为重庆市体育课程创新基地、
重庆市竹铃球训练基地和重庆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竹铃球传习所。

在黔江区新华小学、合川区官渡中
学等学校，民族体育项目如蹴球、毽球、
陀螺等已成为体育课上的常规项目。
学生们在运动中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加
深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和认同。

此外，市民宗委将西南大学、重庆

文理学院、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旅
游职业学院、长江师范学院等高校列
为参加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承办单位，以此为契机，积极
推动高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同
时，还挖掘整理了《竹铃球》《抢天地
球》《竹竿舞》《白杆钩环枪》《高脚马》
《打莲响》《舞龙》《珍珠球》《土家摆手
操》《棍术》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地方校本教材。

创新融合，“体育+”焕新出彩

“我们积极探索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与现代体育融合创新，鼓励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体育相结合，
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同时，挖掘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新
模式，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为契
机助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市民宗委
有关负责人介绍。

在创新融合方面，重庆已有一些
经验。

比如，奉节县连续举办三届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摆手舞、齐心
协力、翘旱船、押加、抬幺妹五项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纳入比赛内容的同
时，将男子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象
棋、拔河、踢毽六项现代体育运动融入
比赛，做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体育+
旅游’融合，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与旅游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在旅游区、
旅游景点举办相关体育赛事，将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列为表演项目，大力宣传推
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达到既推动
当地经济发展，又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发展与推广的目的，进一步促进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与当地旅游业的互动发
展。”市民宗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同时，
鼓励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与景区、
街区、商圈融为一体，放大体育赛事活
动的经济效益，进一步促进体育与文、
旅、商、农融合发展。探索将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与全民健身相结合，
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进入校
园、进入社区，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广泛传播，号召少数民族地区群众
主动参与、主动练习。

在重庆这片充满活力和包容的土
地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正以崭新的
姿态展现着其独特的魅力。通过创新
融合、赛事引领和教育普及等多方面
的努力，重庆正不断推动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焕发新的光彩。.

426人参加16个竞赛项目7个表演项目，斩获奖牌74个

重庆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焕新出彩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潇

上周末，在2024上海马拉松的赛场
上，一对来自重庆的视障跑者夫妇陈洪、
雷娜跑出了一个“全国第一”成为全国
首对同时完成全程马拉松的盲人夫妻。

他们是如何完成许多视力正常的
人都觉得难上加难的挑战的？12月3
日是国际残疾人日，记者来到这对夫妇
位于沙坪坝区的健康盲人按摩店，听他
们讲述“全国第一”背后的故事。

跑步小白晋级全马跑者

“重庆直飞上海滩，团队协作保平
安。跑遍沪城八十里，不破全马终不
还。”上马结束后，陈洪夫妇写下了这样
一首诗。对于他们而言，跑全马意味着
要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跑完42.195公
里。而他们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从
跑步小白晋级为全马跑者，从生活半径
只在自家门店周边的“宅男宅女”蜕变
为许多跑友称为“全村的希望”的跑步
达人。

他们的成绩，来自自身的努力，也来
自志愿者们的共同助力和全社会的守望
相助，蕴含着满满的重庆温暖与力量。

“眼前一片黑暗，内心却充满光芒”

当记者抵达陈洪、雷娜夫妇俩的小
店时，两人正在店门口跳绳，这也是两
人平日里雷打不动的“例行锻炼”。

“一开始跑个几公里我们都得‘夸’
自己一星期。”坐定后，夫妇俩谈起了

“入坑”马拉松的过程。
两年前，“马拉松”对夫妇俩而言还

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改变是因为黑暗
跑团（重庆站）的成立。

这个跑团成立于2022年，是一个
公益性组织。黑暗跑团（重庆站）负责
人卢为说，作为马拉松爱好者，他在一

次比赛中偶然成为视障跑者的陪跑员，
并深深被其感动，于是将这种公益模式
带回重庆，致力于帮助视障人士通过体
育运动融入社会、建立自信。在他的鼓
励下，夫妇俩踏上了马拉松的征程。

“起初，我们连跑步的姿势都掌握不
好，但在志愿者的陪伴下，我们学会了调
整呼吸，控制步伐。他们就像光一般照
亮了我们的路，只要有他们的陪伴，我们
就有信心一直跑下去。”雷娜说，志愿者
们是他们跑道上的“眼睛”。赛场上，志
愿者以一根陪跑绳为媒与他们携手向
前，确保他们安全无虞。赛场下，志愿者
为他们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用爱为视
障跑者们注入前行的动力。

“我想，我们是彼此的光。”白卫华
是众多志愿者中的一员，这次他全程陪
同陈洪完成了上海马拉松，“我从他们
那里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所能给
予的。尽管他们的眼前一片黑暗，但内
心却充满光芒。”

“热爱的事在脚下，爱人在身旁”

“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实实在在的
事，自然就培养起自信，有了信心和希
望，生活就有了光。”陈洪说。

“每次走上赛场，兴奋、激动、紧张
都有。”一旁的雷娜补充道，“我享受赛
道两旁的加油呐喊，享受阳光洒在脸上
的温暖，感受风从耳边呼啸而过的快
感，更幸福的是最爱的人始终在身边。”

雷娜所言不虚。事实上，夫妻俩一
直都是大伙羡慕的神仙眷侣，十多年
前，他们相识于一家盲人按摩店，共同
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他们不仅在赛
场上互相支持，在生活中也彼此鼓励。

“现在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生活也
越来越充实。”夫妻俩说，除了跑步，他们
还尝试过攀岩、登山，并在黑暗跑团（重
庆站）开设的国学小课堂汲取了许多中
国传统文化知识，每日坚持背诗打卡。

对于夫妇俩而言，“坚韧不拔、乘胜
追击”是他们接下来的目标，他们渴望
参与更多比赛，尝试更多爱好，也期望
用自己的经历鼓舞他人追寻梦想，活出
精彩。

重庆盲人夫妻在上海跑出“全国第一”

“有了信心和希望，生活就有了光”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统计，重庆少数民族人口

217.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

6.77%

●重庆历来重视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发展工作，一直致力

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

繁荣，通过赛事引领、教育普

及、创新融合等方式推动民族

传统体育生生不息、焕新出彩
11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现场，重庆代

表团带来的《秀山黄杨棍》赢得阵阵喝彩。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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