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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鞠圣娇 王泽刚 付俊洲）“当时我看到有人在做心肺
复苏，觉得应该不是小事，就赶快下车了。”3月12日上午，东昌府区沙
镇镇中心卫生院急诊科护士刘阳阳在上班路上遇到一起车祸，她毫
不犹豫地下车伸出援手。

当时是8点20分左右，刘阳阳沿着聊莘路从北向南驾车前往医
院上班，在田庄桥附近出现了交通拥堵的情况。刘阳阳注意到一名
男性正跪在路中间为一名伤者进行心肺复苏，不远处还停着一辆歪
倒的电动车。

刘阳阳迅速了解情况，这位老人是在骑行电动车过程中被汽车
撞倒在地，导致昏迷、脉搏微弱。正在进行心肺复苏的是一名上班路
上的聊城市人民医院医生。两个人立即共同组织抢救，一直交替进
行心肺复苏和其他急救措施。直到救护车前来将老人接走，刘阳阳
才来到卫生院开始当天的工作。

路遇危险伸援手，彰显了我市医护人员作为医者的担当，也正是
我市近年来积极推进医德医风建设的生动体现。今年初，东昌府区
妇幼保健院、东昌府区中医院两名医护人员在外出途中遇到紧急情
况，同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展示了“生命至上”的责任担当。

沙镇路段发生车祸

我市热心医护伸出援手

本报讯（周长才 邵玉恒）在第30个“3・24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来临前夕，聊城市肿瘤医院（聊城市结核病防治中心）创新启动“强基
赋能”基层医师培训行动。3月5日与3月12日，培训会分别在冠县、
阳谷县开班。

作为全市结核病防治的中坚力量，聊城市肿瘤医院积极推动优
质医疗资源向县乡村下沉。通过开展结核病防治专项培训，全力促
进《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24—2030年）》在基层的落地实施。截至
目前，已累计培训基层医务人员400余人。

结核病是我国重点防控的传染病之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患
者筛查、转诊及随访管理等工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但现实中，基层
医疗机构存在诊疗技术薄弱、防控意识不足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难
题，聊城市肿瘤医院的专家亲临培训现场，通过政策解读、案例分析
等形式，围绕结核病诊断、治疗、预防与管理等核心内容展开全面讲
解与交流。培训中，专家们不仅带来了结核病防治领域的前沿动态，
还针对基层防控工作的难点问题进行逐一解答，为基层医师提供了
系统、专业的指导。

聊城市肿瘤医院（聊城市结核病防治中心）将建立长效培训机
制，定期组织专家深入基层开展技术帮扶与授课，持续为基层医疗赋
能。同时，结合结核病“百千万志愿者结核病防治知识传播”等活动，
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加强全民健康宣教，营造“防治结合、群防群
控”的良好社会氛围，有效遏制结核病的传播，为守护聊城市民健康
贡献力量。

聊城市肿瘤医院

开展基层结核病医师培训

3月10日，东阿县铜城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内
科、外科、五官科和化验科等
科室的医务工作人员，为辖区
内儿童进行健康体检。此次
体检项目包括身高、体重、视
力、口腔、血红蛋白等。图为
该中心医务人员正在为小朋
友做血红蛋白检测。

■ 王殿申 周长才

本报讯（刘庆功）3月7日，聊城市妇女“两癌”筛查工作会议暨
“两癌”筛查病理检测中心揭牌仪式在市妇幼保健院举办。

“两癌”筛查是党和政府关注民生、关爱妇女健康的重大举措。
近年来，聊城市高度重视妇女健康事业，深入推进“两癌”筛查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市妇女“两癌”筛查病理检测中心在市妇幼保健
院正式成立，标志着聊城妇女“两癌”筛查工作迈入标准化、专业化、
网络化新阶段。

当天，主办方还在市妇幼保健院学术报告厅举办了“两癌”筛查
专题业务培训。

今后，市妇幼保健院将聚焦“保障规范化运行、织密筛查网络、提
升服务效能”三个重点，充分发挥病理检测中心在“两癌”筛查工作中
的核心技术支撑作用，推动全市“两癌”筛查工作提质增效，筑牢妇女
健康防线。

我市妇女“两癌”筛查病理检测中心揭牌

本报讯（金增秀 周长才） 在近日召
开的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视
频会议上，聊城市作交流发言，系统介绍了
组织、宣贯、监测“三位一体”提升居民健康
素养的创新实践。我市创建“政府主导、多
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工作机制，强化组
织架构、拓宽传播路径、完善监测评估，形
成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教育网
络，深入普及健康科普知识。2024年全市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 37.98%，居全省前
列。

组织强基，打造立体化工作网络。按
照“属地管理、属地负责”原则，组建“千+
百+十”健康宣教队伍，深化健康知识普及
行动。联动织网。市卫健、教体等10部门
联合印发《聊城市健康教育“六进”行动实
施方案》，明确部门职责，落实专人专管，形
成市、县、乡、村四级工作网络。分众组
团。成立聊城市健康科普专家库，发展
561 名市级、836 名县级专家库成员，涵盖

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78个专业领域。成
立113支“繁森药箱服务队”，以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疾控、120急救为主体，发展“白
衣风采”“红色挎包”“健康之旅”等宣讲队
员440名。2024年开展活动6240场次，受
益人群616万人次。品牌引领。遴选83名
医务人员组建骨干宣讲团，贴近群众开展
恳谈式、分享式宣讲236场，创作快板、相
声、小品等健康科普作品682部，打造“聊
健康”宣讲品牌，入选聊城改革案例。

宣贯创新，构建多场景传播矩阵。整
合健康教育阵地，延伸健康传播触角，构建

“全链条宣讲”模式，全方位、深层次实施健
康宣贯。多维度渗透。将市委党校、孔繁
森精神教育基地作为常态化健康宣讲阵
地，把健康理论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内容。
在全市中小学生实践教育基地开设健康教
育课程，从成长阶段培养健康观念。依托

“千名医护下基层”“健康科普专家走基层”
等活动，将健康宣讲向现场、广场延伸，提

升农村群众健康知识普及度。全方位覆
盖。施行“交通送健康”，全市 53 条线路
1133辆公交车LED屏幕、300辆公交车载电
视、7个过街天桥电子屏，循环播放健康知
识，打造流动的健康讲堂。构建健康科普
视听传播矩阵，在媒体开设“健康聊城”“水
城健康之声”等12个专栏，累计刊播13580
期。运行聊城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健康知
识板块涵盖健康生活等11大类49小类，让
市民随时随地获取健康知识。深层次保
障。在“健康聊城”官微开通“功能社区家
庭医生”模块，联合39家医疗卫生机构，提
供“点餐式”预约健康讲座，覆盖866个机
关、企事业单位。市人民医院开通5099120
健康热线，市四院开通12355青少年服务热
线、“青少年心理援助热线”、96009996等5
条全国心理援助热线，已为15000余人提供
健康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

监测提质，建立全流程评估机制。围
绕筹备、宣传、监督等环节，夯实健康素养

监测工作、群众、数据基础，高质高效完成
监测任务。精培监测力。开展监测人员全
过程健康素养监测技能培训，促其精准掌
握调查内容、问卷填写、资料上报、程序操
作等事项。组织调查员、质控员、数据管理
员建立微信群，实时在线指导，解决疑难问
题。广引参与潮。开通村村通小喇叭，利
用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载体，全面普及健
康素养66条，提高群众知晓率。采取调查
员一对一入户方式，针对文化水平不高的
居民，现场普及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和技能，
提高群众参与率。严把审核关。组建市、
县健康素养监测技术指导、监测督导组，入
户了解、核实各监测点进展情况，对相关数
据进行严格的质控与复核、整理和汇总。
调查完成后，严格执行“三查三审”制度，即
调查员自查自审、调查员之间互查互审、市
级复查复审，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可靠。组
织监测人员开展全流程培训，建立微信指
导群实时答疑，确保数据采集规范。

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37.98%
居全省前列

■ 刘庆功

“《中学生的困惑》，好似为家长打开
了一扇通往孩子内心世界的窗，让我们做
家长的一下就明白了孩子的烦恼，也引发
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如何与孩子进行沟
通。”3月12日，一位家长表达了在观看完
心理健康情景剧《中学生的困惑》后的感
慨。

这部由莘县卫生健康系统职工自编
自导的情景剧，不仅在各学校家长会播
放，还被《健康中国》平台采用，收获了广
泛好评，成为莘县精神卫生工作创新实践
的生动缩影。

作为人口大县，莘县始终将精神卫生
服务视为民生福祉的“隐形堡垒”、社会和
谐的“温度标尺”。近年来，莘县卫生健康
局以“预防端口前移、服务链条延伸、资源
网络下沉”为核心理念，构建起“政府主导、
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科技赋能”的四维工
作体系，初步实现了从“被动干预”到“主动
关怀”、从“单一诊疗”到“全域健康”的转
变。

三力齐发强基固本
筑牢服务管理硬支撑

莘县卫生健康局以提升服务能力为核
心，全面加强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构建
起“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
2024年，莘县卫生健康局强化部门协同，联
合政法委、公安、民政等部门建立精神卫生
工作联席机制，形成“政府主导、部门联动、
社会参与”的综合管理格局。举办全县精
神卫生工作视频培训班，覆盖 24 个镇
（街），培训精防人员 2000 余人，夯实了基
层基础，全面提升了基层服务能力。该县
实现闭环管理，全县纳入系统管理的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达 769 名，实现非在管患者
清零，在管患者5272例，规范管理率、规律
服药率等关键指标均达100%，织密了精神
卫生服务网络。

“数据+档案”双轮驱动
打造精细管理新引擎

莘县以数据质控和档案管理为抓手，
推动精神卫生工作规范化、精细化。该县

创新数据管理模式，推行“日浏览、周统计、
月通报”机制，确保精神障碍信息管理系统
数据准确、更新及时，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
支撑。通过规范档案管理体系，为精准服
务奠定坚实基础。2024 年8月，统一全县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档案模板，建立12本档
案，包括在册患者台账、以奖代补人员台账
等，实现档案管理标准化、动态化。

“心育+科普”双线并进
开创心理健康新局面

莘县在心理健康服务领域同样成绩亮
眼。组建心理咨询师志愿者团队，增设心
理援助热线，开展学生心理健康专项行动，
累计为 1495 名儿童青少年提供心理健康
测试，惠及 1210 名学生参与心理课堂活
动。创新科普形式，在县卫健局短视频平
台开设“守护心健康、与你有约”专栏，发布
心理健康短视频 15 期，点击量超万人次；
自编自导心理健康情景剧《中学生的困
惑》，在家长会播放并获《健康中国》平台采
用，赢得广泛好评。深化合作共建，与市第
四人民医院签订精神卫生工作战略合作协

议，加快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建设，为心
理健康服务注入新动能。

“督导+考核”双向发力
激发工作落实新动能

莘县以督导考核为抓手，推动精神卫
生工作提质增效。强化督导整改，开展 5
轮精神卫生工作业务督导，发现问题即时
整改，并对 11 家滞后医疗机构开展“回头
看”，确保问题清零、工作提效。创新质控
模式，举办全县精神卫生数据集中质控会
议，通过现场交流、交换对查、抽调复核等
方式，推动资料提档升级，实现“取长补短、
共同提升”。注重结果运用，将督导考核结
果与年度评优挂钩，激发各级各部门工作
积极性，推动全县精神卫生工作均衡发展、
整体提升。

莘县卫生健康局以“织密‘心’”网络
共筑‘新’防线”为目标，通过强化服务能
力、创新管理模式、拓展心理健康服务、深
化督导考核，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精神
卫生服务体系，为全县人民心理健康保驾
护航。

织密“心”网络 共筑“新”防线
——莘县精神卫生的基层实践与全域服务探索

莘县古城镇

医警联合演练护安全
本报讯（刘庆功）3月10日，莘县古城镇中心卫生院携手古城镇

派出所，成功举办了一场安全防卫实战演练。
演练前，派出所民警依据医院实际情况，向全体参演人员详细讲

解了安全防卫知识与应急处置要点，并现场演示了钢叉、盾牌、警棍
等防暴器械的操作方法与技巧，确保每位参演人员都能熟练掌握。

此次演练模拟了多种突发场景，主要情景为“一名情绪激动人员
闯入医院，威胁医护人员和患者，企图制造混乱”。事件发生后，医院
工作人员迅速按下一键报警装置，手持防暴器械与“闹事者”周旋，尽
力拖延时间，防止事态恶化。同时，医院相关负责人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组织医护人员疏散周边患者及家属至安全区域，保障其生命安
全。

接到报警后，辖区派出所民警迅速响应，第一时间抵达现场。民
警与医院安保人员紧密配合，形成包围圈，运用专业战术技巧，成功
制服“闹事者”，并带离现场，及时化解危机。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
序，参演人员反应迅速、协同默契，各环节衔接紧密，达到了预期效
果。

本报讯（刘庆功 卢玉萧） 3月7日，聊城市肿瘤医院充分发挥
专业优势，在东昌府区双力家属院红旗驿站开展了“中国疝气日”义
诊活动。活动聚焦疝病防治，旨在为基层群众提供便捷、专业的医疗
服务，切实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问题。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由该院普外科副主任、资深疝病诊疗专家
姚明军带领的专科团队，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为近百
名前来咨询和就诊的群众提供了诊疗服务。在诊疗过程中，专家团
队构建了触诊查体、超声影像诊断、健康档案建立的三重服务体系，
确保为每一位患者提供精准的诊疗方案。

触诊查体环节，医生们凭借专业手法，为患者细致地检查身体状
况。超声影像诊断科医护人员借助先进设备，为判断患者病情提供
更科学的依据；建立健康档案便于对患者进行长期跟踪和管理，保障
后续医疗服务的连贯性和针对性。

聊城市肿瘤医院的义诊活动为基层群众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医疗
帮助，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聊城市肿瘤医院

疝气义诊活动走进社区

■ 吕婷婷

3 月 7 日，阳谷县大布乡 65 岁的刘保
全佝偻着腰，在儿子搀扶下艰难挪进诊
室。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让他整夜无法安
眠，输液治疗收效甚微。五日后，当老人挺
直腰杆走出卫生院时，爽朗的笑声在走廊
回响：“张主任的膏药神了！我又能下地干
活了！”

在阳谷县石佛镇卫生院正骨科飘着淡
淡艾草香的走廊里，这样的场景经常可
见。70 岁的王秀兰老人正利索地系着鞋
带，腰间刚揭下的膏药还带着余温；石佛镇
的李桂芳老人逢人便说针灸拔罐治好了她

十年的腰痛顽疾。诊室墙上锦旗中，“妙手
扶桑梓，仁心济苍生”的墨迹，无声诉说着
乡亲们最质朴的认可。

仁心妙手传薪火

“筋骨之伤，重在触而知之。”正骨科主
任张忠柱行医二十余载，将摸骨技艺淬炼
得炉火纯青。去年8月，当地村民赵强驾
驶拖拉机侧翻，右腿胫腓骨粉碎性骨折，肿
胀处泛着青紫。张忠柱凝神静气，手指如
游龙般在伤处游走探查，突然腕部轻抖，只
听“咔嗒”一声脆响，错位的骨头已悄然归
位。“他闭着眼睛都能摸清骨头的脾气！”患
者家属说。

科室的镇室之宝当属荣获国家专利的
“治疗骨质增生的外用药”。这款凝聚张忠
柱二十年心血的膏药，精选透骨草、威灵仙
等二十八味地道药材，采用古法熬制工艺，
对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疗效显著。年逾
七旬的王桂之腰椎骨质增生压迫神经，夜
间疼痛难眠，经贴敷治疗一周后已能自主
行走。“夜里终于能踏实睡个觉了”，老人轻
松的表情胜过千言万语。

岐黄之术解沉疴

在治疗理念上，科室始终秉持“筋骨并
重”原则。对于老年退行性骨病，独创“五
步序贯疗法”，即手法松解粘连、针灸通络

止痛、拔罐祛除湿邪、膏药持续给药、导引
巩固疗效。刘保全初诊时腰疼如折，连翻
身都需三人搀扶。银针在环跳穴轻捻慢
提，暗红的淤血随着火罐缓缓渗出，最后敷
上温经通络的特制膏药。如今老人不仅重
拾锄头，还成了科室的“义务宣传员”。

在传承与创新的天平上，科室始终保
持着精准平衡，定期去上级医院学习，既系
统整理祖辈医案，又引入现代诊疗设备。
如今，科室年接诊量突破 3000 人次，慕名
而来的患者遍及周边多个县市。“能用老祖
宗的智慧守护乡亲们的健康，就是我们最
大的成就。”张忠柱道出了科室医护人员的
心声。

仁心守健康 岐黄润乡邻
——石佛镇卫生院正骨科特色诊疗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