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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四川省书协、美
协主席倾情开笔，以“文化传
承 强国有我”为主题的第二届
青少年书画传习大会在内江师
范学院中华传统书画文化研究
院隆重启动。会上正式发布青
少年书画传习大赛赛制规则和
素养比拼命题大纲。

本次活动以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传
习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为切入，
引领青少年增强与中国共产党
同行、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
行、与时代同行、与梦想同行的
价值追求，引导广大师生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
社会大力营造增强文化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的浓厚氛围。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大会
继续面向全省中小学校（包括
小学、初中、高中<中职>）、青
少年宫及在校学生、书法（美
术）老师群体展开。比赛的主
体活动由“1 项传习大赛+2 项
推选活动”组成，分中国书法、
中国画 2 个类别和小学组、初
中组、高中（中职）组三个组别。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赛
新增了书画传习工坊推选活
动，全省中小学校和青少年宫
参与，分为市（州）推选活动
和全省评选活动两个阶段，采
取“视频+资料评选”的方式
进行。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草书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文联
副主席，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主
席戴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举办书画传习大会、传承
中华文脉，是我们作为书画人
应有的责任和担当，此次大会
也将积极推动、大力提升我省
青少年的文化美育素质，开创
时代文化新风。”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星宇

香满城 首届“书香天府 全民阅读”大会开幕

天府文化源远流长，上下几千年的文化浸润着成都人的生活，读书已成
为当今成都人重要的生活习惯。昨日，春光正好。首届“书香天府·全民阅
读”大会在成都开幕。

特 别 病 案

健康成都 健康好帮手 就医全指南

健康储蓄卡

“储蓄”健康生活 兑换健康福利

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加5分、及时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加5分、掌握家庭自测血压方法并定时
测量和记录加5分……分数积累到一定量时，就能兑换养生拔罐、洁牙抛光、免费心电图、全年免挂
号费等“健康大礼包”。

为了增强社区居民的自我主动健康意识，提高健康管理能力，青白江区大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今年推出了居民主动健康行为积分工作，通过设计健康管理全流程的积分机制，实现了健康积分与
健康生活方式、家庭医生服务能力的互动，拉近了家庭医生与居民的距离。

把健康“存”起来
可兑换实惠“大礼包”

4 月 25 日，居民魏女士早早来到
大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专门为
她开了慢阻肺吸入制剂，并为她讲解
了吸入制剂的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
就诊结束后，曾医生拿出了一本“健康
储蓄卡”。“医生跟我说，这个卡里面有
分数，可以拿来兑换日常柴米油盐公
共卫生的小礼品和用来做针灸、推拿、
体检等。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既
能提升大家的健康意识，也给大家带
来了实惠。”魏女士说。

记者看到，这本“健康储蓄卡”外
观和银行存折很像，但内容却千差万
别。该模式服务的主体主要是以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0-6岁儿童、孕产妇、
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重点的辖区已建

立居民健康档案的常住居民。他们只
要参与不同的健康管理实践活动，就
能获得相应的积分。“之所以采用该机
制，是为了从激发居民个人健康意识
出发，发挥居民主观能动性，鼓励社区
居民承担起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大
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王利说。

打造全流程积分制
促进居民形成健康生活方式

根据居民主动健康行为积分工作
模式，签约居民通过到中心更新本人
健康档案、参加健康教育知识讲座、及
时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满意度年度调
查、及时确认或评价履约记录、预约家
庭医生就诊、家庭医生首诊、家庭医生
转诊、及时参加体检、及时接受家庭医
生随访等，均可获得相应积分。中心
不定期发放相应的主动健康行为奖，

居民可以使用积分去兑换柴
米油盐奖品或其他增值健康
服务，如中医理疗、肝肾功能
检查、心电图检查等。

“通过这样的模式，我们
希望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融
入微网实格的卫生健康工作
机制，促进健康生活方式逐渐
形成。”王利表示，在此模式

下，通过大弯街道设立公共卫生委员
会下的网格员组织开展健康科普活
动，比如健康沙龙、健康知识竞赛等，
可以建立一家一张“健康管理明白
纸”、一家一个“健康管理明白人”、一
家一份实用工具的“健康管理三个一”
模式，实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
者健康宣教全覆盖。同时，也有利于
家庭和居民落实健康生活方式，做到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
平衡，坚持“三减三健”，推动大家掌握
常见病预防和基本卫生保健知识，备
有家庭保健药箱，定期体检。

与医防有机融合
引导更多居民参与健康管理

启动居民主动健康行为积分工作
以来，中心相关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据统计，截至目前，家庭医生电子
化签约总人数达42973人次，以户为单
位累计向签约服务对象发放积分卡
8729 张，参与积分的群众 5661 人次。
举办线下大型活动17场、线下小型活
动 177 场，参与群众 27978 余人，累计
发放积分总值37521分。

目前，辖区糖尿病患者2371人，已
管理 2371 人，完成率 100%，空腹血糖
检测率100%，控制率较上一季度提升
了5.7%，知晓率提升了12.3%；辖区高
血压患者 6143 人，已管理 6143 人，完
成率100%，双侧血压检测率100%，控
制率较上一季度提升了7.6%，知晓率
提升了10.7%。辖区居民通过积分实
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与主动参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好
处，健康素养水平实现多维度的提升。

“下一步，我们还将积极推动健康
积分和医防融合的有机结合，引导居
民学习健康知识，参与健康管理，提升
居民的健康水平和素养。”王利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彭毅

送健康到社区

不分时间打嗝，
竟是胃“串门”到了胸腔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彭毅) 为创新医院人才培养模式，
促进医教研一体化发展，近日，金堂县
妇幼保健院与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签订了人才培养及校外实习战略合作
协议并授牌。会议由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卿桦主持，医院党委书记李学

炯及党政班子成员，西南交通大学希
望学院院长陈叶梅及学校相关领导参
加了签约仪式。此次签约，对于推动
医院临床、教学、科研水平的整体提
升，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为院校培养
更多具有扎实理论知识和丰富临床经
验的医学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彭毅) 4 月 22 日下午，中国医师
协会超声医师分会“千县工程”县域
超声医学中心专家组十余名专家莅
临简阳市人民医院现场指导，省内相
关县域医院超声科主任及医生参加
了活动。

会上，简阳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徐
文革介绍了医院基本情况，希望在各
位专家教授指导下，帮助医院超声医
学科答疑解惑，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
力，做好县域居民健康“守门人”。医

院超声医学科主任何庆兰介绍了科
室情况，向“千县工程”县域超声医学
中心专家委员会表达了医院区域学
科中心建设的技术需求。

会后，专家组在医院超声医学科
进行实地考察，并现场做了规范的操作
示范和手把手教学指导。医院相关负
责人表示，医院将抓住此次机遇，在未
来三年和专家团队紧密联系，加强合
作交流，强化学科建设，将先进的技术
辐射至简阳及周边地区，让简阳百姓
能够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诊疗服务。

吃完饭后止不住地打嗝、反酸……
这些看起来都是小毛病。家住温江的
钟婆婆也是这样认为的，没想到医生告
诉她，这可不是小毛病，是胃的一部分
跑偏了，都到胸腔“串门”了……

70岁的钟婆婆从小就有严重的脊
柱畸形，这几年里，除了偶尔反酸、打
嗝、恶心，身体一直很硬朗。从今年开
始，钟婆婆不分时间地点地反酸、恶心，
开始她以为是胃不舒服，去小诊所拿了
点药，但是怎么吃都不见好，这才下定
决心来成都市温江区人民医院检查。

经医院消化内科胃镜检查，钟婆
婆患的是食管裂孔疝，也就是胃的一
部分跑到胸腔“串门”，形成了俗称的

“疝气”。为了更好地治疗，钟婆婆转

入了胸外科。
什么是食管裂孔疝？专业的解释

是指原本在腹腔里的器官(主要是与食
管相连的胃)，通过膈肌食管裂孔进入
胸腔所导致的疾病。

“我们的胸腔和腹腔之间有一个类
似‘天花板’的隔断，叫做膈肌。”胸心外
科主任杜仕建说，“膈肌上面有一个裂
孔叫食管裂孔，通过这个孔，食管才能
穿过膈肌进入腹腔，与胃相连。正常情
况下，食管的裂孔刚好容纳食道通过，
但钟婆婆常年佝偻行走和频发的便秘，
加重了她腹部的压力，在腹部巨大的压
力下，现在婆婆的食管裂孔直径已从正
常的拇指大小撑大到了一个苹果的大
小，足足有8厘米，胃的一部分也就通过
这个大孔‘窜’到了胸腔里面，她才会反
酸、打嗝、恶心。”随后，杜仕建为钟婆婆
进行了腹腔镜下食管裂孔疝补片修补
术。前两天，钟婆婆已康复出院。
高艺文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余星雨

温江区卫健系统
开展无红包医院创建活动

新 闻 快 阅

金堂县妇幼保健院与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千县工程”超声专家组到简阳市人民医院指导工作

钟婆婆术后恢复良好

本报讯（袁崚珺 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余星雨） 记者近日从温江区卫
健局获悉，为正面回应群众诉求、靶向纠
正扰乱医疗服务领域的不正之风，自去
年 4 月起，温江区卫健局纪检监察组联
合区属 14 家医疗机构开展无红包医院
创建活动，建立“三性”问题发现、整改和
移送机制。一年来，创建活动实现了区
属医疗机构100%全覆盖，医务人员签订
廉洁行医承诺书2990份，14家区属医疗
机构通过直接拒收或者以交纳住院费等
形式返还红包37人次，共计29952元。

据了解，无红包医院创建活动将治
理“红包”“回扣”问题纳入常态化管理，
采取主动接受患者监督，医生与住院患
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
书》，医务人员签订廉洁行医承诺书，与
供货商召开廉政谈话会并签署廉洁供货
协议，将拒收红包与医务人员医德医风
考评、评先评优、晋升晋级挂钩，进一步
深化源头防范，让拒收红包成为全体医
务人员共同遵守的铁律。

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据了解，本届大会以“深化全民阅读 建

设书香天府”为主题，旨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首
届全民阅读大会贺信精神，进一步发挥“书
香天府”浸润经济社会、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推动全社会参
与到阅读中来，汲取文明养分、弘扬民族精
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提供强
大精神力量，“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巴
蜀大地蔚然成风。

在开幕式现场，本届“书香天府·全民阅
读”大会通过视频发布了《四川省2022年全
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显示，四川成年
居民综合阅读率由 2015 年的 78%提升至
82.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已建成公
共图书馆208家、农家书屋3.7万个、社区书
屋 5700 个，天府书展成为全国四大书展之

一，辐射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与此同时，现场还发布了“四川书香之

家”“书香天府金牌推广人”、四川省全民阅
读“三个一百”示范工程推荐名单，市民代表
宣读全民阅读倡议。新时代好少年、道德模
范、文化名家代表、阅读形象大使代表等共
同启动大会。

阅读活动精彩纷呈
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

式，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近年来，成都正大力推进全民阅读。完善阅
读设施、广泛深入开展富有特色的全民阅读
活动、积极打造“书香成都”系列读书品牌
……全市书香氛围日益浓郁，全民阅读良性
生态逐渐形成。而昨日开幕的“书香天府 全
民阅读 ”大会亦是如此，在会场天府艺术公
园内，各种精彩纷呈的阅读主题活动轮番登
场，AR阅读区、视障阅读区、有声图书区、数
字藏书区等特色展区让人目不暇接。

穿过书香长廊，记者看到，以历史名人
和新时代出版成就为线，沿天府艺术公园湖
畔设置图书集市区、获奖图书展示区、历史
名人展板展示区和四川特色文化互动展示
区，展示四川厚重的全民阅读底蕴。

“互动阅读体验展”以“书香成都·翰墨
飘香三千年”为主题，设置“诗婢家”主题体
验区、文创集市、名家名作展示区、古风互动
阅读区、数字阅读体验区，组织开展书法、绘
画、制香、诵读等体验活动，联合本土潮玩社
群展示汉服和阅读文化。

开幕式后，记者来到不远处的天府人文
艺术图书馆，这里正在同步举行多场活动，其
中“书香飘万家 阅启新征程”家庭亲子阅读活
动，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开展两场亲子阅读示范
活动，以经典诵读赏析、阅读故事分享、现场阅
读点评、绘本表演等形式推动阅读进家庭。

据悉，本届“书香天府·全民阅读”大会
将持续至30日。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四川省2022年全民阅读状况调查报告》重磅发布

四川省成年居民综合阅读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传习书画艺术
传承中华文脉

第二届青少年书
画传习大会启动

本
报
制
图

申
娟
子

昨日，首届“书香天府·全民阅读”大会
通过视频发布了《四川省2022年全民阅读状
况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四川省成年
居民综合阅读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阅读习惯良好
八成以上四川成年居民认为阅读很重要

从 2022 年 12 月开始，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城乡居民阅
读调查。

调查报告显示，四川省公共阅读服务体
系建设成效显著。居民阅读总指数为68.27
点，居民个人阅读指数为72.88点，公共阅读
服务指数为64.01点，与个人阅读指数相比，
公共阅读服务指数的增幅高于个人阅读指
数。四川省成年居民综合阅读水平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成年居民包括纸质书报刊和
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
82.4%，图书阅读率为52.7%。

调查发现，四川省成年居民的阅读基础
向好。成年居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91 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3.67 本。并
且，四川省成年居民逐渐具备良好的阅读习
惯。82.1%的成年居民认为，对于个人的生
存和发展来说，阅读是重要的。成年居民平
均每人每天花费在阅读纸质图书上的时间
为20.56分钟。

调查报告还显示，四川省未成年人阅读
基础良好。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
为85.2%，人均图书阅读量为9.74本。75.0%
的0—8周岁儿童家庭有陪孩子读书的习惯。
有过亲子共读行为的0—8周岁儿童家庭中，
家长平均每天花费23.67分钟陪孩子阅读。

阅读方式多元
数字化阅读发展迅速

调查报告显示，四川省成年居民中的数
字化阅读发展尤为迅速。成年居民数字化阅
读方式（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
器阅读、Pad阅读等）的接触率为78.3%。2022
年四川省有78.6%的成年居民通过手机阅读。

四川省成年居民的阅读方式日趋多元
化。22.1%的成年居民倾向于“在手机上阅
读”，14.9%的居民倾向于“网络在线阅读”，
17.3%的居民倾向于“听书”，6.6%的居民倾
向于“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39.1%的成年
居民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

此外，四川省全民阅读活动的诉求较
高。有72.1%的成年居民希望当地有关部门
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成年居民对全民阅

读品牌活动的知晓率为
72.9%，对全民阅读品牌活动的参
与度为58.9%，对参与过全省全民阅读品牌活
动的满意度为79.2%。

四川省城乡居民对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的
使用满意度较高。城镇成年居民对居住的街
道有公共图书馆、社区阅览室/社区书屋/城市
书房等至少一种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的知晓率
达44.2%，农村成年居民对农家书屋知晓率为
22.6%。在使用过以上公共阅读服务设施的城
镇成年居民中，公共图书馆的使用满意度最
高，为73.9%。在使用过农家书屋的成年农村
居民中，有79.3%的村民对农书屋表示满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泽登旺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