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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在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建设现
场，近200台挖掘机、推土机、运输车川流不息，在
占地数千亩的场地上同步作业，呈现出一派热火
朝天的繁忙景象。今年4月2日，该项目前期工程
举行开工仪式，施工队伍随后正式进场，项目实
施进入重要且实质性阶段。目前，项目土地清表
进度已过半，场平按计划如期推进，为实现主装
置年内开工奠定坚实基础。

牟洋 卢冠琼 陈汉祥 摄影报道

挺进挺进！！向着项目建设向着项目建设““主战场主战场””
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快马扬鞭全速推进中沙古雷乙烯项目快马扬鞭全速推进

新华社北京5月3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
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回信，
提出殷切期望，并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
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大家通过
学校设立的科技小院，深入田间地头和

村屯农家，在服务乡村振兴中解民生、
治学问，我很欣慰。

习近平强调，你们在信中说，走进
乡土中国深处，才深刻理解什么是实
事求是、怎么去联系群众，青年人就
要“自找苦吃”，说得很好。新时代中
国青年就应该有这股精气神。党的二

十大对建设农业强国作出部署，希望
同学们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把课堂学
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
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
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回信强调

厚 植 爱 农 情 怀 练 就 兴 农 本 领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青年致以节日的祝贺

本报讯（记者 庄朝惠 通讯员 王莹莹）
这个“五一”假期，漳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吸引游客纷至沓来，非遗文化游、都市夜游、
滨海旅游、露营旅游、乡村休闲游等产品业态
突出，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据市文旅局测
算，假日期间我市接待游客247.32万人次，同
比 增 长 52.5% ，比 2019 年 可 比 口 径 增 长
30.4%；实现旅游收入 17.46 亿元，同比增长
61.9%，比2019年可比口径增长23.6%。

供给丰富，场景焕新集聚人气。为抓住
“五一”假期久违的旅游高峰机遇，市文旅局
推出山区生态游、滨海度假游、闽南文化体验
游三大主题线路以及文化节庆演出、文博展
览等，为市民游客呈上精彩的“五一”文旅体
验大餐，听音乐、逛集市、玩游戏、品美食、赏
歌舞等成为市民游客假日出游重要选择。

文旅惠民，消费市场加速升温。“五一”期
间，各景区、酒店等文旅企业纷纷推出门票打
折、套餐优惠等惠民活动，十里蓝山景区推出
景区通票特惠优惠、福建土楼（南靖）旅游景
区推出门票买一赠一优惠活动、罗汉峰檀乡
谷景区推出 29.9 元门票入园免费品尝杨梅
等，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消费。

聚力传统，非遗文化绽放光彩。漳州文旅
烹制非遗传承系列文旅大餐，吸引众多市民
游客出游观赏非遗演出、体验非遗手艺，近距
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漳州古城推出“‘偶’遇
古城，奇妙‘五一’”大型木偶嘉年华活动、华
安举办“情系九龙江 非遗打铁花”主题活动、
马洋溪生态旅游区举办乡村非遗一台戏暨非
遗圩日系列活动。多彩的非遗盛宴，吸引众多
游客体验闽南独特的非遗魅力。

除此之外，滨海度假游、乡村休闲游、亲
子游也深受游客热捧。白塘湾、翡翠湾、东山岛等滨海旅游度假区，吸
引不少市民游客观日出、赏海景、听涛声、捡贝壳……纵享浪漫滨海
风光；赏巍峨土楼、看碧水青山、玩极速漂流，华安土楼、平和高峰谷、
鹭凯生态庄园、灵龙谷生态旅游度假区等景点游人如织；适合亲子出
行的文化场馆、主题乐园、动物园类景区人气攀升，幕天席地、仰望星
空、营地篝火、户外潮玩成为不少亲子家庭首选的休闲旅游方式。

据统计，“五一”假日期间，全市重点监测29家A级景区接待人数
78.67万人次,同比增长186.2%；实现门票收入2396.36万元，同比增长
154.5%。接待人数排名前五的景区依次为：福建土楼（南靖）旅游区、东山
马銮湾景区、东山风动石景区、白塘湾旅游区、天柱山欢乐大世界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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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铺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面积不大，地势却很“险
要”——位于老城区人口最密集地段，方圆2公里内有漳
州市医院、漳州市中医院2家三甲医院，还有1家二甲医
院、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优质医疗资源高度集聚。

大医院一诊难求，小中心门可罗雀，这是不少地区
遇到的共性问题。“长期以来，基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
不强，居民生病习惯往大医院跑，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居
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漳州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
黄镇平认为，改革势在必行，关键是破解如何将患者留
在基层这个大难题。

在优质医疗资源的包围圈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如何分担大医院的就诊压力？漳州市卫健委以东铺头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试点，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实践。

市级专家下沉，家门口就能看专家门诊；由等人上
门变主动上门，实行服务“零距离”；另辟蹊径，开拓儿
童康复特色专科……

成效是显著的——东铺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年门
诊量从10年前的3万余人次增至2022年的20万人次，
增长了5倍多，在福建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名列前茅。

比数字更为重要的是，“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
康复回社区”的理想就医格局在这个小小中心得到了
体现。

连日来，本报记者深入该中心采访，用“解剖麻雀”
的方式，探析漳州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
联动的改革之路。

第一步：让资源沉下去——
“家门口就能看专家门诊，谁还愿意去

大医院挤”

“你们内科医生就只会量血压！”这句话，曾经深深
刺痛戴丽彬。2009年，戴丽彬进入东铺头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任主任。

东铺头位于老城区最繁华地段，辖区人口10多万，
且老年人居多。照理说，中心不会缺病人。可说起当年
的情形，戴丽彬直摇头：“不管大病小病，病人都往大医
院跑。我们内科一天不到10个病人。”

大病情有可原，可小病为啥也舍近求远？两个原因，
一是市民就算小病也想找名医，二是基层医疗机构的确

“弱”。“一个会看诊的全科医生都没有。”戴丽彬回忆道。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要想在短时间内提高医疗水

平，难。戴丽彬决定，先从市民的名医需求入手。
也正是在此时，市卫健委开始探索通过三级医院

的对口帮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的扩容和区域均衡布
局，推动对口帮扶单位综合能力提升。趁着这股东风，
2015年 12月，东铺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漳州市医院
签订对口帮扶协议及医联体单位。2016年，中心在全市
基层医疗单位首开专家门诊，创建专家名医工作室，由
市医院下派多名专家定期坐诊。

亮出市级专家招牌后，慕名前来就诊的市民明显
增多。第二年，中心年就诊人数首次突破 10万人次，比
上一年度增加了近3万人。

“家门口就能看专家门诊，谁还愿意去大医院挤？”68
岁市民周俊裕每隔一两个月，就会来挂洪鹭蓉医生的号。
洪鹭蓉是漳州市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每周二下午2
点半，她都会准时到东铺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

“一些需要长期复诊开药的患者，我会建议他们到
中心就诊。”洪鹭蓉说，通过分流一部分病人，减轻了市
医院接诊压力。更重要的是，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专家
门诊，省时省力省钱。危重型患者则通过医联体及时转
诊到市医院救治，转诊通道“医”路畅通。

“‘十三五’期间，我市全面开展医联体对口帮扶。”
市卫健委医政管理科科长王剑峰介绍，全市医疗资源
实行“市-县-乡-村”四级联动，下沉优质医疗资源，让

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病、看好病。

第二步：把自身水平提上来——
“不能等上级专家‘生蛋’养我们，而是

要借助他们的力量”

靠市级专家“引流”，效果立竿见影，第一年就多了
近 3万名患者来看病。可这多出的人，只能算是专家的
病人，不能算在中心的头上。

“专家到哪里，病人就跟到哪里。假设哪天专家不
来了，那病人肯定也不来了。”戴丽彬看得很明白。

如何把病人留下来？东铺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修炼内功”上下功夫。“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我们
不能等上级专家‘生蛋’养我们，而是要借助他们的力
量，来帮我们‘孵蛋’‘带小鸡’。”

一方面是提升软实力。以前，中心的诊疗方式跟大
医院完全不一样，患者一对比，立刻产生不信任感。市医
院专家下沉后，戴丽彬要求全科医生必须跟班学习，重
点学习大医院一整套规范化诊疗方式。“大医院怎么治，
我们也怎么治，居民才能和我们的医生建立信任关系。”

不仅如此，中心还通过请进来、送出去等多种办法，
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多管齐下，中心的医生诊疗水
平提高了，也有更多的患者选择到中心看病。“2016年以
前，自己一个月也就20多名病人，现在一天就有100多
人。”全科医生张荣和表示，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另一方面是提升硬件水平。这几年，中心根据业务
的发展需要，添置更新了不少医疗设备，新增了CT、西
门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GE彩超、眼科OCT、眼底照相
仪等先进的医疗辅助设备。“以前的半自动生化仪需要
人工操作，检查结果要半天才能出来。现在有了这台新
家伙，等待 1小时就能知结果，工作效率和准确度都大
大提高。”中心工作人员边向记者展示新添置的全自动
生化仪边介绍说。

如今的东铺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软硬件条件扎
实。中心的业务用房达 5000平方米，设有全科门诊、中
医门诊、康复门诊、专科门诊等 10多个科室；全院医护
员工128名，其中副高职称9人，中级职称27人，全科医
生 16人，市级专家 10人。中心的诊疗水平也得到周边

市民的认可，年门诊量20万人次。
中心的医护人员普遍感受到：职业发展空间越来

越大，工作成就感越来越强。已成为业务骨干的张荣和
说：“有些医院想请我过去上班，都被我拒绝了，在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一样能有好的发展。”

第三步：以服务为导向——
“转变坐等病人上门观念，用好的服务把

病人留在基层”

对东铺头辖区内的居民来说，看病就医，可选择的
医疗机构不少。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安心从大医院的“排
队长龙”里退出来？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了东铺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发展路上的另一个关键词——服务。

“阿婆，这两天感觉怎么样？”爬楼梯上四楼来到许
美诚老人的家，顾不上休息，全科医生郭月鑫就开启问
诊模式。

今年 90岁的许阿婆长期卧病在床。给老人量过血
压，做了腹部触诊，郭月鑫发现老人的身体状况较前几
天好转了许多。临走时，郭月鑫不忘嘱咐老人家属：“让
许阿婆多吃点粗粮，有利于通便。”

像郭月鑫这样上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医生被称
为家庭医生。2015年，东铺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为漳
州市首家家庭医生签约试点单位，由中心 27名全科医
生、护士组成 14 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实行分片包干
制，深入社区与重点人群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书，提
供健康管理、上门服务等。

作为较早进
入团队的家庭医
生，内科主治医
师林敏龙对如何
服务好居民深有
体会。2017年，刚
进入中心工作的
林敏龙是在诊室
坐等患者上门。

（下转第二版）

漳州筑牢分级诊疗基层“网底”——

“解剖”东铺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本报记者 杨婉真 通讯员 吴 超 林鸿婷

东铺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门诊大厅干净整洁，并有志愿者及时为患者引导就医。 本报记者 严 洁 摄

夜幕降临，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漳州古城街头巷尾穿梭。霓虹闪耀
映衬着商铺的各式招牌，让这里的夜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本报记者 沈昊鹏 摄

5月3日下午，市民携家带友来到龙江岁月新开放的露营地，抓
住假期的尾巴，享受悠闲的生活。“五一”假期，“龙江岁月2023综艺
展演文化周”暨美食嘉年华系列活动精彩上演，为广大市民献上一份
精心打造的文化大餐。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五一”假期，东山网红旅游点南门湾成为热门打卡地。假期前，东
山对南门湾道路和业态进行改造提升，加快培育夜间经济特色街区。
别具特色的东山海岛元素，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本报记者 庄朝惠 摄

这波热情这波热情，，漳州古城扛住漳州古城扛住了了 >>>>>>>>第第22版版

龙江岁月系列活动圆满落龙江岁月系列活动圆满落幕幕 >>>>>>>>第第22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