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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恒口县域纵横

小城大爱，温暖无处不在。 近日，在恒口高级中
学，河东九年制学校教师谢雅妮给该校学生史梦兰送
来了一封暖意融融的感谢信，向她拾金不昩的行为表
示感谢，也为学校的德育工作点赞。

就在前些日子，恒口高级中学学生史梦兰在放学
路上，捡到一个快递包裹，起初她在原地询问了周围
人，还等了一会儿，可一直没有人来认领。想到万一是
什么贵重的东西，失主得急成啥样呀。当时，她唯一的
念头就是赶快找到失主归还。 于是，她根据包裹上面
的信息，及时联系上了淘宝客服，客服又联系了包裹

的主人，最后，顺利和失主取得联系，快
递也归还给了失主。

“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拾金不昩，做
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所以，我就想着要赶
紧找到失主， 当失而复得的包裹归还给
她之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拾金
不昩，我做的是对的！ ”史梦兰目光坚定
地说道。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
不为。 拾金不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我相信，当今社会大家都会和我一
样，捡到别人丢失的物品会立即归还，遇
到他人有困难也会及时伸出援手， 会从
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 给社会带来更
多正能量， 让这个世界充满无限关爱和
温暖。 ”

面对失而复得的包裹， 谢雅妮激动
不已， 也对史梦兰同学拾金不昧的高尚
品质敬佩不已。 “当时我丢了快递心情特
别紧张， 原路返回都没找到， 当时急坏
了。里面是我买的一本很重要的书，没想

到我的快递能这么快找到。 得亏了小姑娘，特别感谢
她，她拾金不昩的精神让我特别感动。 当得知她是我
们学校走出来的学子，我更加骄傲，当然，我也会将她
的这种精神力量传递给我的学生，让大家学习，积极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去温暖、感染更多的人。 ”
谢雅妮感激地说。

俯身拾起的是美德，昂首送还的是真心。 为了表
达谢意和宣扬这种可贵品质，谢雅妮立即向其初中毕
业班老师了解其所在高中的班级信息，并联系恒口高

中校长， 希望将自己写的感谢信在校园广播室播发，
对女孩的拾金不昧品质进行宣扬， 鼓励她学有所成，
考上理想的大学，做对社会有用的人。同时，希望大家
都能做像她这样的新时代好青年。

点滴小事有温情，细微善举传大爱。 据其初中老
师和高中班主任介绍，她平时学习踏实、尊敬师长、团
结同学，是老师眼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同学们口中
乐于助人的好伙伴。 史梦兰同学拾金不昧的实际行
动，是恒口高级中学“爱·恒”德育教育的具体实践，充
分展现了恒口学子应有的风采，也诠释了当代青少年
的使命和担当！ 据了解，恒口高中将通过学习史梦兰
同学拾金不昧优秀品质主题活动等形式，引导教育全
体学生传承孝义文化，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争做孝义恒口人。

“芝兰生于幽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
德，不为穷困而改节”。 在恒口示范区，拾金不昧的
传统美德一直在学校教育的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史梦兰只是全区学校众多优秀学生中的一个缩影。
多年来 ，示范区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大力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广大师生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递社会正能量 ，将文明习
惯养成教育内化成为自身素质的提高，为恒口经济
建设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也为教育振兴
发展赋能添彩。

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的事迹或许很常见，但正
是因为有了这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人和事，才使得我
们的社会更加美好、更加充满希望。 让我们为像史梦
兰一样的向上向善好青年点赞， 为她的拾金不昧致
敬！

暖心感谢信，“打开”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通讯员 刘丽

远程诊断，让群众不跑冤枉路

走进示范区中心医院心电室， 医生正运用远程心电平台，
实时查看乡镇卫生院发送的心电图并进行审核。 据介绍，这样
的远程心电可以将基层卫生院的检查检验结果上传到上级医
院进行诊断，小的问题在基层卫生院就地解决，可以实现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基层群众的就医体验，同时也能降低群众
就医费用。

据总院心电图室闫医生回忆，之前有一个 50 岁的患者，突
发胸痛且伴有心悸、胸闷等症状，便去临近的大同中心卫生院
就医，医生对其进行心电图检查，及时传入总院远程心电诊断
中心，远程诊断怀疑急性下壁心梗。 后收治总院并再次进行心
电图检查，上传至远程心电中心，诊断亦怀疑下壁心梗，随即收
入院内二科进行相关检查治疗， 经过心脏介入治疗及 PTCA+
支架术，最终患者病情缓解健康出院。

“远程心电诊断中心启用后，镇卫生院的心电数据可随时、
快速地上传至平台，我院心电图诊断专家可通过平台在最短的
时间内作出诊断。 这就意味着如果患者在卫生院已经出现心肌
梗死或严重心律失常等紧急异常情况后，我们可直接将结果反
馈给他们，并安排相关科室医务人员对接指导基层医疗机构进
行前期处置；对需要转诊的患者，我们将开通绿色通道，实现远
程医疗救治的无缝对接。 ”示范区医共体总院信息中心主任陈
培介绍，远程心电诊断，让基层发现的急危重症患者能在最短
时间内得到诊断和救治，大大减少了因不及时、不准确的判断
而延误患者救治的情况。

据了解，远程心电诊断中心自 2023 年运行以来，已经为辖
区三家卫生院提供远程诊断 2033 余次， 让群众少跑腿、 省花
销，让医保少支出、更高效。

公卫服务，守护居民健康更精准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乡村医生的重要职责，从儿童疫苗接
种到慢性病管理，从健康教育到传染病防控，每一项工作都离
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 之前，他们总是苦于手写病历等系列繁
琐的工作程序，但有了公共卫生服务系统的助力，他们建立居
民健康档案、进行签约服务便“更精准”，更方便，也大幅提升了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在示范区新兴村卫生室，除了配置有摄像头、办公桌和各
类医疗用品以外，还有公共卫生服务系统设备，大大方便了群
众看病就医。 据了解，村医会利用公共卫生服务系统，为每一位
村民建立健康档案，定期开展健康检查并不断更新档案，时刻
关注村民的健康状况，便于早期发现疾病，提供针对性的健康
指导。 新兴村村医李鹏表示，村卫生室有了这个系统之后，他就
可以完成村民健康数据的录入，能够节省需要重复手工录入居
民健康信息档案等工作，极大提高工作效率，对村民的健康情
况了如指掌，也方便定期面对面随访，同步开展健康教育和指
导。 截至目前，新兴村卫生室已经建立了 1712 份健康档案，122
份高血压慢病管理、50 份糖尿病慢病管理、149 份儿童保健管
理、278 份 65 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专案等等。

“我们的信息化平台在区、镇、村三级都有端口，居民的档
案信息经系统上传后， 我们卫生院和村卫生室都可以看到，中
心医院的专家也能掌握， 而且公卫系统 PC 端与手机端的数据
是互通的，村医下户随访可随时随地进行家庭医生签约，通过
手机 APP（智徽健康医护端）上传，数据也就同步到公卫系统
了，这有利于居民慢病等管理和防控，也能真正让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落到实处。 ”恒口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冯军补充道。

下沉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强起来

“强基层”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则和工作内
容，加强农村和社区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应
有之义。 “其实在推进医共体信息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主要
目的还是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努力把患者留在基层。 ”示范
区中心医院副院长冯伟表示，为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示范
区中心医院定期派驻专家，在三个分院与当地医护人员一道为
群众提供医疗服务。

2023 年起，恒口示范区中心医院与三个乡镇卫生院及 115
个村（卫生室）建成紧密型医共体，为基层分院提供数据诊断、
医疗技术等方面保障。 同时，不断推动医疗资源下沉，选派总院
多名医务骨干赴各分院参与管理，帮建各类特色科室，逐步形
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 一年间，
眼见分院发生新变化， 梅子铺中心卫生院院长李永文感触很
深，“我们分院现在硬件设施不断完善， 各类医疗资源日渐丰
富，基层群众在家门口看病已不再是难题。 ”

从治病救人到举行大型义诊活动， 再到开展业务交流，作
为下沉乡镇的业务骨干，罗根深知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不仅
要把更好的诊疗理念和技术带到群众身边，还要经常与分院同
事们探讨业务、互促共进。 ”他说。 让基层群众实现“小病不出
村，常见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区”，是罗根和同事们不断努力的
目标。 2023 年以来，专家巡诊、下乡坐诊累计达 800 余次，诊疗
达 6000 余人次。

为更好发挥县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作用，恒口示范区中心
医院依托信息化建设、五大中心等配套措施，推进人员队伍、药
品器械、信息系统管理等“七统一”管理，统筹推进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提升，使得基层首诊率不断提高。 “我们以示范区中
心医院为龙头，整合全区医疗卫生资源，形成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通过信息化平台的建设，逐步实现了医共体内资源共享，不
仅促进全区医疗卫生资源合理配置、 医共体内人员正常流动，
更推动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看
病就医需求。 ”示范区卫健局局长胡自勇说道。

医共体信息化建设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 恒口示范区将
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要求， 以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为抓手，
依托信息化技术赋能，加快医疗卫生数字化转型步伐，全面提
升辖区医疗机构综合服务能力， 推动县域优质医疗资源科学、
合理配置，实现医疗资源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便民惠民，真
正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腿、让服务更高效、让诊疗
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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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咚，您有一份新的报告，请注意查收。”4 月 8 日上午，随着一声提示音的响起，恒口示范区中心医院（医共体总院）远程心
电中心接收到了来自大同中心卫生院的一份异常疑难心电图。 值班医生快速准确地完成诊断并为其出具诊断报告，随后联系总
院相关科室为患者开辟绿色通道，将病人以最短的时间送入总院，让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 这是恒口示范区自 2023 年推进
“1224”医共体模式以来，将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一项重要举措。

“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的公共卫生信息平台，无法及时查询辖区居民健康信息数据，管理起来特别不方便，让居民就医也跑
了不少‘冤枉路’。 经过与省、市卫健委沟通对接、积极争取，做了系列前期准备工作后，我们推进了信息化建设，逐步搭建了自己
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示范区卫健局局长胡自勇介绍道。 目前，示范区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主要包含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基
层 HIS 系统、区域体检系统、远程影像、远程心电、云安全保护等内容，整个系统平台基本搭建完成，部分系统也已正常使用，成
效显著，既弥补了基层卫生院诊断资质不足的短板，也解决了群众看病难等问题。 最主要的是，居民在乡镇卫生院就可以享受到
二级医院的服务，很便利。

信息化建设是现代医院管理的基础，也是顺应“互联网+医疗健康”“县域医共体”发展的新趋势，更是恒口示范区推进县域
医共体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近两年，示范区以深化医改工作为重点，着力打造“1224”综合改革新模式，积极探索提升医疗信息化
设备和技术支撑，立足区情实际，创新发展“互联网+”医疗服务，全面推进医共体基于大数据的服务运营能力，实现信息共享与
智能服务，真正让全区群众享受到了医改发展的成果，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远程心电诊断中心

恒口依托信息化建设，实现医疗资源共享

医疗专家与患者细心交流

恒口高中学生史梦兰

一封感谢信，一个温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