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唐静）近日，一名中风的急危重症患者，通过石泉县医院
卒中绿色通道，在卒中救治团队的精心救治下，成功为患者实施了“临时起搏
器植入+脑血管造影+动脉取栓术”，及时获得救治。

在石泉县医院急诊科，伴随着急促的警铃声，医护人员迅速出车赶往接诊
目的地。 到达目的地后，120 医生为患者迅速查体，患者呈意识不清、嗜睡状
态、双侧瞳孔不等大、双眼向右侧凝视、小便失禁、失语、左侧肢体活动不灵、心
率 30 至 40 次/分，根据症状，判断为中风。 急救人员一边将信息传递至石泉县
医院卒中救治微信群，一边风驰电掣赶往医院。

为争取有效救治时间，医院迅速启动了卒中急救绿色通道，直接到达 CT
室，行急诊头颅 CT，检查提示排除脑出血，考虑急性大面脑梗死。 患者处于危
急时刻，经与家属沟通同意签字后，在神经内科、心内科、手麻科等多学科联合
协作下，成功完成高难度右侧颈内动脉闭塞取栓术，手术顺利，术后复查无脑
出血情况。 “非常感谢医院的医护人员，要不是他们及时抢救，真的不敢想象会
有什么样的结果，当时真的把我们吓坏了。 ”见患者好转，家属后怕地说。

石泉县医院卒中救治
为患者搭建生命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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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紫阳县委组织部邀请该县中医医院部分特色诊疗科室医生，走进所包联的红椿镇七里沟社区开
展义诊活动，当天累计接诊社区及周边群众千余人次，免费送药一百余份，热情周到的服务备受群众好评。

毛润 摄

去年以来，安康市人民医院以参保
群众的健康需求为根本出发点，认真履
行医保服务协议 ,准确执行医疗保险政
策，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
基金监管制度和不断提高医保服务质
量 ，形成科学谋划 、齐抓共管 、稳步推
进的良好局面。

以 “我为群众办实事 ”为抓手 ，着
力打造“暖心医保”服务窗口。 在医保
窗口设立服务示范岗， 制定医保服务
“好差评 ”制度 ，设置服务评价器和满
意度测评，推行文明规范用语。 进一步
简化办事材料、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
理时限、改进办事态度，实现“一站式”
结算。 同时，医疗收费电子票据及医保
移动支付正式上线， 为群众提供更加
便捷、高效、智能的医保服务。

医保科积极探索 “三学 ”模式 ，有

效拓展学习广度和深度。 创新开展“政
策每周学”活动，每周开展一次集中学
习，将医保政策、基金监管等作为重点
内容 ，由科室主任带头学 、带头讲 ，发
挥示范促学作用，带动医保员主动学、
积极学，形成浓厚学习氛围；结合业务
工作交流学，讨论工作内容，交流工作
方法 ，分享工作心得 ，共同提高 、共同
进步，有效提升业务素质能力，增强为
民服务本领。 深入临床一线及服务单
位， 开展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意见建
议，推动医保工作提质增效。

为强化医保政策宣传 。 该院开展
“医保政策进临床” 系列培训活动，选
派医保科业务骨干定期深入临床一
线， 面对面为医务人员进行医保政策
宣讲和答疑解惑。 到病房为患者及家
属讲解医保政策， 在各病区护士站摆

放医保政策宣传二维码， 患者用手机
扫一扫， 便可以了解到医保政策方面
的详细内容。

研究制定了 《关于成立安康市人
民医院 DRG 付费改革试点工作领导
小组的通知 》 和 《安康市人民医院
DRG 支付方式改革实施方案》， 通过
银医合作项目， 对信息系统进行升级
改造，完成了 DRG 接口开发及对接数
据上传工作，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
整性；不断提升病案数据质量，要求编
码员严格执行 《医疗保障基金结算清
单填写规范》和上传流程，确保医保结
算清单及时上传； 设立专职医保结算
清单上报员，进一步加强 DRG 入组质
控管理 ；成立了由医保科牵头 ，质控 、
医务 、 信息等部门组成的 “MDT”团
队，对 DRG 付费工作推进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联合讨论、集中攻关，提出有效
解决办法。 同时，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 邀请经验丰富的专家进
行 DRG 政策培训 10 余场次；医保科、
质控科病案室工作人员深入临床科
室， 针对性地开展 DRG 付费知识、病
案质控管理等专项培训 50 余场次；抽
派业务骨干到省人民医院跟班学习 ，
全面了解 DRG 付费的运行情况及病
案质控管理， 组织有关人员参加省市
举办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培训， 不断
提高业务技能。

2023 年 1 月起正式启动 DRG 实
际付费以来， 医务人员的诊疗行为更
加规范化， 医保基金使用效率得到明
显提高， 参保群众就医获得感和满意
度显著提升。

本报讯（通讯员 杜胜苗 王菲）经过 3 个月的技术攻坚，岚皋县区域卫生
信息平台顺利迁移至安康政务云并实现平稳运行， 成为我市首个县级区域卫
生信息平台成功迁云案例。

岚皋县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于 2015 年由省卫健委统一建设， 平台部署的
HIS 系统和公共卫生管理系统是镇村两级医疗机构的核心应用系统， 是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日常管理、就医接诊、开展公卫服务的重要业务平台。由于硬件
设备超期服役，故障频发，为保证服务不断、数据不丢，岚皋县卫健局经多次论
证形成了整体迁云的解决方案。但该平台数据量大、影响面广、应用点位多，存
在较大技术难度，全市尚无成功案例借鉴。岚皋县政府高度重视，积极协调，县
卫健局全力组织实施，邀请省市卫健信息化专家实地指导，联合承建商、运营
商、系统服务商等多方力量，攻克多项技术难题，成功将系统迁移至安康政务
云，并实现了平稳运行。

岚皋县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的成功上云， 不仅大幅提升该县基层医疗机构
信息化应用的稳定性、安全性，也为我市县级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实现云化部署
积累了成功经验，为后期“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拓展应用奠定了技术基础。

我市首家县级区域
卫生信息平台成功迁移上云

在临床上 ，可能
会经历这样一种情
况，明明妊娠测试为
阳性，妊娠反应也很
明显，但经过一系列
检查，最后诊断为葡
萄胎，需要进一步处
理。 那么，什么是葡
萄胎？

葡萄胎，是妊娠
滋养细胞疾病中的
一种，专业术语称之
为水泡状胎块，包括
完全性水泡状胎块
和部分性水泡状胎
块，主要是遗传因素
的异常，导致滋养细
胞增生，间质水肿继
而绒毛间质内中央
池形成，表现为大小
不一的水泡样结构，
病理检测类似葡萄
串儿一样的形态，故
而称之为葡萄胎。

葡 萄 胎 发 生 的
原因并不十分明确，
有关研究表明，可能
与种族、营养、感染、
内分泌、高龄及遗传
等因素有关。 正常妊
娠细胞遗传学表现
均为 46 条染色体 ，
其中 23 条来源于父
亲 ，23 条 来 源 于 母
亲。 而葡萄胎经过遗
传学分析后发现：完
全性葡萄胎虽然为
46 条染色体，但均来
源于父源性成分；部
分性葡萄胎为两份
不同的父源性染色
体成分、一份母源性
染色体构成的 3 倍
体，即绝大部分为两
个精子与一个卵子
结合所致。

一旦临床医师怀疑此次妊娠为葡萄
胎时，清宫标本必须送病理学检查，因为
准确的诊断及分型对治疗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因为完全性葡萄胎患者发生妊娠滋
养细胞疾病的风险为 9-20%， 而部分性
葡萄胎仅为 0-4%。 完全性葡萄胎主要表
现为绒毛水肿显著， 滋养细胞增生明显，
可见中央池形成，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p57
阴性，ki-67 呈高增值指数； 而部分性葡
萄胎绒毛表现为部分水肿，滋养细胞呈轻
至中度增生，中央池不明显，免疫组织化
学染色 P57 为阳性，通过基于 PCR 技术
的 DNA 短串联重复序列 （STR）的基因
分型才可以明确诊断。

葡萄胎经确诊后，往往医师会根据患
者情况进行相应的临床处理，大部分患者
经过一次或多次的清宫可以治愈，但仍有
部分可发展为侵袭性葡萄胎，所以葡萄胎
术后应坚持定期随访，随访期间应可靠避
孕 1 年。总之，葡萄胎是可诊可治的，定期
产检，尽早发现异常，及时临床干预及术
后规律随访是关键。

本报讯（通讯员 黄秀玲 张忠民）中国老科协在近日发布的一份通报中表
彰了 2023 年度在老科教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和先进单位，安康市
老科协名列其中，成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

安康市老科教工作者协会自 1991 年成立以来，致力于发挥老科教工作者
的优势，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安康市老科协团结带领
全市 4970 名老科教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发挥各自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在
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决策咨询、著书立说、服务三农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富有
成效的工作。 特别是在 2020 年换届以来，安康市老科协加快发展，积极发挥作
用，为推动全市科技进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

市老科协将以此次获奖为契机，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创新工作方式，提
高服务水平，不断探索新的服务领域，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以满足更
多退休科教工作者的需求。 同时，积极与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开展合
作，共同推动地方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

市老科协荣获 2023年
全国老科教工作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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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举措提服务 便民医保暖人心
通讯员 刘英 殷乔伊

本报讯（通讯员 孔学玟）近日，在 2023 年陕西卒中大会上，汉阴县人民医
院被授予“卒中中心建设成效显著单位”荣誉称号。

汉阴县人民医院卒中中心成立于 2019 年 6 月，脑卒中救治团队由神经内
科、神经外科、120 急救中心、影像科、介入导管室、药剂科、康复科等多学科组
建。近年来，该院不断加强卒中中心建设，持续提升脑血管疾病诊治水平，在人
员管理、诊疗技术、救治流程、服务能力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先后通过了
陕西省卒中中心联盟和陕西省卫健委脑卒中防治委员会的认证。 可开展脑血
管造影、颅内外支架置入术、动脉瘤栓塞术、溶栓及动脉内取栓等手术和技术
项目，有效降低了脑卒中患者的致残率和死亡率。 目前，已为县域内数千名脑
血管疾病患者提供了精准高效的医疗服务。

2023 年 11 月，汉阴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经过自评申报、审查审核、专家
评审等环节，被授予安康市“市级临床重点专科”。该院将持续优化县域脑卒中
防治体系建设，努力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诊疗服务。

汉阴县人民医院获省级
卒中中心建设成效显著单位

汉阴县
城关镇积极
推进卫生健
康 惠 民 行
动 ， 家庭医
生 上 门 服
务 、 标准化
卫 生 室 建
设 、 党员群
众无偿献血
和健康体检
“村村行”活
动在辖区深
入 开 展 ， 通
过形式多样
的健康义诊
和 宣 教 ， 为
群众提供面
对面 ， 零距
离的优质健
康 科 普 服
务。

张辉 摄

医疗进乡村 健康送上门

为努力提高残障人士生活质量，白河县残疾人联合会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引入第三方专业化居家养老服务机
构，为符合政策的残疾人家庭开展生活照料、康复训练、上门
关怀，等个性化、专业化的居家托养和医疗服务，进一步提升
残疾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吕会进是冷水镇星义村三组村民，2016 年因患脑出血
导致身体二级残疾，只能依靠拐杖辅助出行。 2020 年残联通
过走访了解情况后，将他纳入居家托养服务的名单。 接受居
家托养服务 3 年以来，专业的康复训练、规律的托养生活，让
他的生活状态大为改善。

“我头发长长了，去不了理发店，打个电话他们就到家里
来帮我剪头发，有时候还给我们做饭吃，改善生活，经常给我
们做按摩和康复训练，对身体恢复起到很大的帮助。 ”吕会进
说道。

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是由白河县残联委托有一定
资质的托养机构，上门为残疾人提供生活照料和护理、生活
自理能力训练、职业康复与劳动技能训练等服务，有针对性
地根据残疾人的需求安排不同的服务内容，逐步改善残疾人
的康复进度和生活水平。

陕西万君康复器材有限公司护理员余侠告诉我们：“针
对肢体残疾的人，我们会给他做康复、电疗、按摩，辅助他们
进行康复训练，还有就是日常照料，帮助他们洗洗衣服和被
子。 ”

同样在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中受益的还有冷水镇秧
田村的阮班平、柯曾侠夫妇。2021 年，年仅 48 岁的柯曾侠因动
脉血管瘤导致脑血管陆续出血破裂，身体全部瘫痪，照顾妻子
的重担和家务活便落在了丈夫阮班平的身上。 居家托养服务
人员上门后，也为阮班平生活照料的方方面面搭了把手。

自 2019 年该县开展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项目以来，累计
享受此项服务的残疾人超过 600 余人次，实现了托养一人、解
放一户、温暖一方，进一步提升了残疾人及家庭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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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岚皋县坚持科技兴农战
略，不断加大农业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
应用，以科技创新为引擎、科技项目为
支撑，促进农业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
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走进岚皋县魔芋产业发展中心，工
作人员正通过魔芋信息化服务平台查
看各园区环境监测等信息。

魔芋喜阴好肥 ，怕暴晒 、水淹 ，易
发生病害 ，只有在适宜的环境条件下
才能健康生长。 魔芋信息化服务平台
建立后 ，工作人员通过网络就能查看
各园区的温度 、湿度 、降雨量 、光照度
等情况以及魔芋的长势 ，精准指导农
户进行灌溉 、施肥和喷洒农药 ，最大
限度地优化农业投入 ， 减少病害发
生。

“信息化服务平台在魔芋栽培 、管

理、生长、发病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
监测作用，结合魔芋产业发展中心监测
反馈的意见，我们在实践中就能对症解
决存在的问题。 ”岚皋县蔺河镇立新魔
芋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永成说道。

目前， 岚皋县已完成全县 12 个魔
芋产业园区的信息化平台建设，通过互
联网对基地土壤、水源、气象等数据指
标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实现生产智能
化、管理数据化、经营网络化、服务在线
化。

“后期我们将会连接企业厂区生
产加工的监视器， 这样就可以在平台
上监测到他们的生产。 同时会加大监
测范围，让数据真实有效，能更准确地
指导农民发展魔芋产业。 ”岚皋县魔芋
产业发展中心助理农艺师刘瑞婕表
示。

近日，安康巴人缘食业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一派繁忙。 走进生产车间，一
摞摞蛋盒被工作人员依次用拖车搬运
并精准地放入机器中， 开启 “烤蛋之
旅”。

公司负责人柯大军告诉笔者，他们
公司通过县教体科技局联系到安康学
院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们进行
产品研发， 用 12 万枚鸡蛋耗时半年研
制出烤鸡蛋，解决了鸡蛋易碎、无韧性
的问题，并通过烤制温度和时间的巧妙
协调，减掉多余水分，达到了熟制即食、
口味改善的目的。

“从实验室到生产车间， 这个过程
是很漫长的， 直到 2023 年 5 月才生产
出正式的产品。 我们现在做的这种带壳
烤制的鸡蛋， 既没有添加任何香精、色
素、 防腐剂， 又保证了鸡蛋营养不流

失。 ”柯大军说道。
新的产品有了， 产量就要跟上去。

2023 年 5 月，该公司引进了全自动生产
线，每天能够产出 4 万枚烤鸡蛋，以高
新技术赋能提升农产品产值。

“全自动生产线避免了传统的人
为操作的弊端，整个环节设置过后，最
大的好处就是能保证品质， 不存在人
为干预，质量是很稳定的。 ”柯大军说
道。

随着数字技术蓬勃发展，岚皋县不
断将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
农业产业深度融合，大力推进农业大数
据平台建设，万亩良田被掌控在方寸屏
幕上，实现农业集约化、生产智能化、产
业生态化、管理高效化。

岚皋：科技助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通讯员 严杏棋 周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