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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文/图 德阳传媒记者
文潇） 春节将至，德阳街头张灯结
彩，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意。记者近
日看到，市区处处被精心装扮，花卉
与灯笼相互映衬，为即将到来的2025
蛇年春节增添了喜庆氛围。

在G5德阳收费站出口道路旁，园
林工人们忙碌不停，正在给沿路花箱
换花“补妆”。随着一株株娇艳的杜鹃
花被植入花箱，原本单调的道路瞬间
焕发出勃勃生机。据了解，为进一步
美化城区干道重要节点景观环境，德
阳市园林中心在市区长江路、庐山路、
泰山路等主要干道更换花箱鲜花18万
盆。同时，在G5德阳收费站（凯江路
出入口）增设富有乙巳蛇年特色的春
节氛围雕塑小品，搭配2万盆时令花
卉，还采用4万盆时令草花在大草坪处
摆放出精美的月季花瓣造型。此外，
德阳南收费站出入口也栽植角堇、虞

美人等
花卉4万
盆，文庙广
场更是摆放
了亮晶女贞球、
大 花 蕙 兰 、郁 金
香、红叶朱焦等约 5.2
万盆花卉，五彩斑斓的鲜花
将城市装点得格外美丽。

不仅有鲜花添彩，在庐山北路，
市照明处的施工人员身着工作服、头
戴安全帽，相互配合默契，有条不紊
地将一串串红灯笼悬挂在路灯上。
截至目前，庐山路、龙泉山路的灯杆
已全部挂上了喜庆的灯笼。据悉，自
1 月 6 日起，市照明处陆续在市区泰
山路等13条主要干道及嘉陵江路大
桥等9座桥梁的路灯杆悬挂11000余
个印有三星堆文化元素太阳神鸟图
腾的灯笼，极具地方特色。此外，还

将在文庙广场安装一组融合春字元
素和生肖蛇宝造型的拜年灯组，造型
别致，寓意美好。

随着鲜花与灯笼布置工作的逐
步推进，德阳已披上节日盛装，静候
新春佳节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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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同责
压紧压实各类风险管控
旌阳区坚持党管禁毒工作，扛牢党

委、政府主体责任，将禁毒工作纳入全区
60 项重点工作，修订了《旌阳区毒品问题
严重地区责任考评办法》《禁毒考评实施
细则》，建立禁毒委领导包片督导机制，全
面落实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责任，
对工作不力的成员单位实行“一票否决”

“双倍扣分”。
针对在册吸毒人员流动性强、管控难

度大等问题，旌阳区适时开展吸毒人员
“大起底”，对全区在册吸毒人员进行见面
核查和毛发检测工作，最大限度查找脱失
吸毒人员，确保不发生肇事肇祸案（事）
件。推动“所地联动”无缝对接，严格执行
双向管控机制，严防漏管失控。建设旌阳
区特殊人群康复救助中心，紧紧围绕“戒
毒、康复、帮教、关爱”四项措施，努力实现
康复救助人员“重拾信心、重燃希望、重塑
体魄、重现自我价值”目标，全力收治病残
吸毒人员。

针对高风险吸毒人员，建立镇（街道）
党委政府和辖区派出所为主导的管控专
班实行管控，并纳入智慧禁毒监测指挥平
台和公安风控平台进行日常研判预警，重
点时段由公安情指中心对管控专班开展
点调。建立重点人员诉求第一时间响应
机制，推动属地党政和相关部门及时化
解。落实“预防+管控+帮扶”举措，购买社
会服务开展平安关爱行动，帮助吸毒人员
戒除毒瘾回归社会。

数字赋能
大力提升毒品治理能力
旌阳区创新构建涉毒风险监测预警

平台，通过禁毒基础数据收集整理、社区
戒毒康复流程监管、涉毒高危场所智能预
警等功能，进行毒情形势研判、禁毒工作
指令发布和工作成效评估，实现对涉毒要
素的精细化管理和涉毒场所的精准化治
理，有效防范化解涉毒风险隐患。

在区禁毒教育基地和中小学生毒品预
防教育基地大量融入科技化、数字化元素，

以观摩仿真毒品、观看视频展播等现代化
教育形式，开展多样化宣教活动，切实提升
群众和中小学生的参与度。运用“大数据”

“云搜”及第三方软件进行信息比对，实行
基础数据资源共享，深度研判涉毒情报线
索，进一步加强缉毒执法力度。

构建禁毒职能部门为引领的群团禁
毒力量，以服务地方、服务行业、服务会员
组织为核心，充分发挥禁毒协会引领作
用，以“禁毒协会+禁毒志愿者联盟+禁毒
志愿者”为依托，广泛开展禁毒知识讲座、
禁毒宣传和禁毒服务工作。建成禁毒主
题公园、禁毒宣教长廊，完善区禁毒教育
基地和区中小学生毒品预防教育基地配
置，进一步巩固禁毒宣传阵地。创新策划

“旌阳禁毒IP形象网络征集评选+文创宣
传”活动，网上点击浏览量达15万余次。

截至目前，旌阳区已建成38所中小学
校园微基地，全覆盖开展在校学生“五个
一”禁毒预防教育活动，有效增强青少年
识毒、拒毒、防毒意识和能力。

严格把关
构建全环节管理模式
旌阳区对动态评定易制（种）毒高危

场所进行台账式管理，采取“月清查+常
态监管”开展踏查工作，确保管控无死
角。针对旅馆、KTV 等涉毒重点场所定
期开展清查整治，督促娱乐场所等设置禁
毒警示标牌标语，严防毒品滥用问题滋
生。建立多部门联合检查机制，定期开展
重点高危从业人员毛发检测和禁毒教育，
严格落实收寄物品“三个 100%”查验制
度，进一步切断物流寄递毒品贩运通道，
严防涉毒物品通过寄递物流渠道流通。

针对辖区 17 家使用麻精药品的医疗
机构建立“企业自查、日常检查、专项检
查、联合督查”全环节监管机制，确保麻精
药品零流弊。组织辖区126家易制毒化学
品企业签订《易制毒化学品违法犯罪责任
告知承诺书》，严格限时审批易制毒化学
品购买证、运输证，严把生产、销售运输、
储存环节关，确保易制毒化学品零流失，
全力遏制毒品违法犯罪发生。

丹心护净土 戮力斩“毒魔”
——旌阳区全力推动禁毒工作向纵深发展纪实

本报讯（德阳传媒记者 徐皓）新
岁序开，万象更新。近日，中江县兴隆
镇的广场上锣鼓声声，一场精彩的文
艺演出正在上演。“我们的中国梦·文
化进万家”中江县2025年新春走基层
文化活动当天走进兴隆镇。

活动在热闹的开场舞蹈《幸福飞
起来》中拉开序幕，笛子独奏《牧民新
歌》、歌舞旗袍秀《一碗面一座城》，用
优雅的演出形式，展现了中江的独特
风韵；器乐合奏《金蛇狂舞》、《采花》，
歌舞《美丽家园》、歌舞旗袍秀《久违的
中江久违的你》等节目，则用欢快的节
奏韵律，带动着现场的气氛。一个个
精彩的节目，让观众们看得目不转睛，
现场掌声连连，欢声笑语不断。

另一边，书法爱好者们挥毫泼墨，
为现场群众书写春联。很快，一副副
红彤彤、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春联被群

众欣喜地拿到一旁晾晒，现场遍布红
色的对联，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热闹
非凡的节日氛围。

“今天的演出非常精彩，我还领到
了一副春联，很开心，希望以后也能多
举办这样的活动。”兴隆镇的居民唐世
安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我们的节日”系列文化
活动从 1 月 3 日持续至 15 日，除兴隆
镇外，还将陆续在永太镇（石狮村）、万
福镇、积金镇、柏树乡、回龙镇等地开
展，为群众送上新春祝福。

“这次三下乡活动，除了精彩的
节目演出，我们还以此为契机开展垃
圾分类宣传，并且免费为当地群众写
赠春联。在新年来临之际，进一步丰
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江县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工作人员范清瑶
介绍道。

中江：

新春走基层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近年
来，旌阳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
省委、市委禁毒工作决策部署，统筹推进预防教育、禁吸戒毒、禁毒管理、综合治理等
工作，全力推动禁毒工作向纵深发展，全区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打防管控宣效能持续
提升，实现“六个未发生”工作目标，毒品滥用趋势逐年下降。去年4月，旌阳区禁毒
委被省禁毒委授予“全省禁毒成绩突出集体”。

通讯员 黄宇笙

1942 年，原华西协合大学医
学院 1941 年毕业医生余大国被
派遣任德阳县卫生院院长。余大
国来到德阳，利用城关镇南街原
药王庙旧址，因陋就简地加以维
修，成立德阳县卫生院，开始了对
当地群众小伤小病的治疗。这也
是目前能够追溯到的华西与德阳
之间最早的渊源。

按当时民国政府的编制，
德阳县卫生院为甲等卫生院，应
有工作人员 16 名。但实际上当
时人员很少，只有连院长余大国

在内的 3 名医生，成都仁济护士
学校毕业的3名护士，再加上1名
药剂员、1 名会计兼文书、1 名炊
事员，总共只有 9 人。设备也非
常简陋，除了一个木制手术台，一
些老掉了牙的手术刀、锈烂的剪
刀镊子，一块陈旧的血压表和一
台勉强可用的显微镜外，几乎一
无所有。

1945 年初，余大国辞职回老
家忠县，民国四川省卫生处又派
遣华西大学 1943 年毕业生叶邦
良任德阳县卫生院院长。

历史渊源——县卫生院的首任院长

华西在德阳 德阳有华西
从民国时期德阳县卫生院的建立，到上世纪60年代与德阳“牵手”，再到本世纪初连续为德阳外派几任院长，直到现在紧密的联系

合作。不夸张地说，80年来，亦师亦友的华西一直伴随、支持着德阳卫生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在市医院发展进程中，华西所给予的
指引、带动、帮助毋庸置疑。但正如医院
党委书记麦刚在撰写的《院长札记—构建
全新就医体验的新型医院》一书中所谈到
的，这种学习绝非一板一眼的“抄作业”那
么简单，而是学理念、学思路、学技术、学
作风，并将所学结合医院自身情况，融会
贯通，发扬光大。

2003 年 7 月，全省首家“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专家巡诊基地”授牌仪式在市医院
举行。时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为市
医院授牌并表示祝贺。9月，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肖乾虎教授作为市医院首名引进
的院外学科带头人来院工作。

2003年10月，“肯莎维标准层流手术
室教学示范基地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远
程教学会诊定点医院”在市医院揭牌。

“在这些双方紧密的合作中，我们学
习、了解到了许多华西成功的经验和做
法，并将其引进与医院实际相结合，推而
广之，促进了医院的全面发展。”在已退休
的市医院原肝胆外科主任刘山看来，医院
这些年提出和实行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模式，就是当年华西“出院病例回顾性讨
论”的延伸和发展。

“‘出院病例回顾性讨论’当时在华西
已经是临床科室、医生的一种习惯做法。
大家定期就出院病例的最初诊断、临床治
疗、手术施行和出院管理等环节，逐一进
行复盘、讨论，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一方
面逐步规范工作流程。”刘山介绍说，医院
很快引入、实施这一做法，结合医院自身
特点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相关制度，并结合
近年提倡的“健康管理”理念，将这一做法
拓展至对患者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除了临床和业务领域，这种学习、借
鉴也体现在医院的管理、考核上。

2005年7月，市医院举行首次中层干
部集中封闭式培训，院领导班子成员和中
层管理干部120余人参加了培训。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徐嘉玲教授向全体中层干部
讲授了《医院科室成本核算管理》的相关
知识，这也是医院在推行成本核算前的首
要准备工作。

“这种集中封闭式培训的做法也是源

自华西。”作为参加当年培训的一员，目前
已成长为医院运营管理部主任的费扬华
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学习、交流方
式。“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这种方式不仅
能让每个人静下心来学习，也能让大家有
一个相互交流、凝聚共识的机会。虽然具
体形式上有所变化，但这种做法我们一直
延续至今，并且结合医院‘终身学习’的倡
导，在全院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

也是得益于对华西科室成本核算管
理的学习，市医院随之建立起自己的一整
套内部运营管理、考核体系，逐步实现了
医院管理的目标化、精细化，确保了医院
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医疗、护理、科研
水平的快速提升。

2010 年 9 月，市医院捐资成立“蒋庆
云·德医基金”。

2011年8月，市医院临床一线75名中
干赴华西医院集中跟岗培训。

在当年代表医院参加“蒋庆云·德医
基金”成立仪式，现已退休的副院长张标
看来，“蒋庆云·德医基金”的成立，进一步
紧密了华西与德阳的联系，畅通了医院医
务人员赴华西学习、进修的渠道，密切了
双方在教学、科研上的合作。正是通过这
一系列举措，在此后几年里，市医院的科
研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通过学
习、借鉴华西经验，市医院在全省继华西
之后，建立、实施了临床路径管理，建立了
全省第二家日间手术中心。国内相关专
家来院考察了解后对此大加肯定，并褒称
市医院为“小华西”。

医院信息化建设发展，也是借华西之
“石”攻德医之“玉”的一个典型例子。

2014年6月，市医院与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华西第二医院签订区域联盟医院合
作协议，启动远程会诊、远程教学项目。

“这一合作是我们医院网络信息化建设的
一个重大机遇。”医院原信息科科长叶青
说，正是得益于这一合作，从住院病人点
餐、病历和检查结果查询，到住院患者移
动管理、MDT多学科会诊，再到患者的全
生命周期管理，医院在此后几年里，建立
完善了几乎覆盖医院各个领域、部门和工
作环节的信息网络。

他山之石——在学习中不断提升完善

1961年8月，原德阳工业区医
院和经当时省卫生厅批准迁到德
阳的重庆南山疗养院与德阳县人
民医院合并。

1964 年，四川医学院（四川
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前身）将当
时 的 德 阳 县 人 民 医 院 作 为 教
学、实习基地，并派高职医师来
院指导业务技术和教学工作；
每年接收医院 3—5 名医师到川
医进修，以此提高德阳县人民
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这算是
新中国成立后，华西与德阳的
初次牵手。

这段历史，已退休多年、曾任
德阳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的肖世炯
老人记忆犹新。据肖老回忆，当
时四川医学院门诊部主任李勋铬
带领一批医护人员来到德阳，在
当时的德阳县人民医院协助下，
开展地方病及血吸虫病的调查、
防治工作。在双方的合作过程
中，李勋铬等人被医院工作人员
敬业的工作态度所打动。

因当时的德阳县人民医院
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德阳与成都
相隔也只有几十公里，来往便
利，结束在德阳的工作返回华西
后，李勋铬便向当时川医的领导
建议，把德阳县人民医院作为川
医的一个教学、实习基地。随
后，川医委派时任办公室主任的
李源一行前来德阳考察，最终确
定将德阳县人民医院作为教学、
实习基地。自此开始，华西在德
阳落地生根，德阳将华西作为学
习、进修，不断提升医疗技术和
护 理 服 务 水 平 的 一 个 重 要 渠
道。为了不断建强基地，1982
年，川医副院长曹钟樑还代表川
医与德阳县人民医院签订协议，
就加强教学、实习工作的相关事
项予以明确。

其间，在1987年1月，随着德
阳建市升格、更名的德阳市人民
医院举行了首届学术年会。年会
专门邀请了华西医科大学教授到
会讲学，宣读各科论文30篇。

初次牵手——设立华西教学基地

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国家经济
社会的全面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得到迅
猛进步，华西与德阳也迎来了多维度全
面联系、共同发展的阶段。

1992 年 1 月，华西医科大学与德阳
市人民医院关于建立教学基地的协议书
正式签字。自此，市医院成为华西医科
大学的教学医院，并正式挂牌。

1999 年，华西医科大学首次聘任市
医院3名专家为兼职教授、3名专家为兼
职副教授。

“这种愈加紧密的联系，尤其是被确
定为华西的教学医院，对我们医院的医
疗水平、护理质量的提升都起到了非常

大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回忆起那段日
子，刚退休的市医院原骨科主任刘跃洪
感慨良多，“医学是一个不断发展且更新
非常快的领域，当时我们能获取最新、最
前沿的医学知识的途径十分有限，而华
西则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包括刘跃
洪在内的不少医院中青年骨干医护人员，
都先后以多种方式前往华西学习、进修。
他们在华西不仅获取了最新、最前沿的医
学知识，更被华西浓厚的学习氛围和严谨
的工作作风所感染。这批人在此后几年，
也相继成为医院各临床科室的负责人或
者学科带头人。

继往开来——多维度的全面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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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 80 年来华西与德阳的合作，
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华西在德阳，德阳
有华西”并非只是一句噱头式的口号，
而是几十年双方风雨同舟的真实写
照。华西在德阳，德阳有华西。于华西

而言，优质医疗资源深入基层，接了地
气。于德阳市人民医院而言，依托“好
老师”，实现了快速提升。而对于德阳
老百姓来说，则是健康更有保障，生活
更幸福。

1992
年 ，市 医
院挂牌华
西医科大
学教学医
院。

华西
医科大学
专家在市
医院开展
教学手术。

作为华西医科大学教学医院，市医院经常举办教学经验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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