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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环节体验
看病就医找问题

集中
暗访

得到解决的不仅是排队时间长和检查报
告查询不方便的问题，不断整改升级的也不
只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和成都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两家。据了解，在此次活动期间，成
都市卫健委随机选取了 98 家公立医疗卫生
机构进行深入体验，覆盖市属公立医院 9 家、
县级医疗卫生机构 54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34 家。共收集到各类问题意见 452 条，其中
市属公立医院反馈 126 条、县级医疗卫生机
构 245 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81 条。问题包
括设施环境类 200 条、流程管理类（含智慧医
疗）148 条、等候时长类 46 条、服务态度类 16
条、诊疗行为类 9 条，以及安全、院感、宣传等
其他类问题33条。

整改意见统一下发后，各医疗卫生机构
就各自的问题进行了整改。针对设施设备
老旧、标识标牌不清、停车位不足等问题，各
医疗卫生机构加大投入力度、更新医疗设
备，对无法正常运行的签到机进行定期检
测、维修，增加便民设施，设置舒适的休息
区，增设院外停车位并安排专人对外来车辆
进行有序分流。

面对挂号难、缴费慢、检查预约周期长等
问题，各医院积极引入先进信息化系统优化服
务流程，重塑优化叫号规则，利用大数据分析
技术，对检查预约进行智能调度，缩短患者的
等待周期。

为缓解就医过程中的等待焦虑，医疗卫生
机构增加了服务窗口和延长服务时间，部分医
院实行弹性排班、高峰期动态调整增加配方发
药人员……

10 月中旬，结合全市公立医院党建现场
考评工作，成都市启动了问题整改“回头
看”。截至目前，各单位已梳理形成问题台账
346 条，制定整改措施 467 项，已整改完成 289
条，持续整改57条。其中，直属公立医院问题
台账 84 条，整改措施 113 项，已整改完成 70
条，持续整改14条。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局长、处
（科）长、院长（书记）体验就医流程’活动，持续
督促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化就医流程，有效保
障市民就医体验，让老百姓看病就医放心更舒
心。”成都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胡瑰玮
图由受访单位提供

“沉浸式”体验全流程 寻找就医堵点
成都98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优化就医流程

最近到四川天府新
区人民医院看病的钱女
士发现，以前排成长龙
等待进院的车队不见
了，现在早高峰期间车
辆进院时间缩短了近一
半，其余时间几乎不需
要等待就能顺利进入医
院的停车场，还有保安
指引寻找车位。“之前开
车进医院都要排队等一
会儿，现在基本不需要
了，进出很顺畅，方便了
不少。”

进出医院是否顺
畅，查询报告是否方便，
缴费取药是否快捷……
这些问题与市民看病就
医是否顺利、舒适息息
相关。据了解，为积极
响应“以病人为中心”的
服务理念，深入落实“患
者思维”，真正从患者角
度出发，了解看病就医
过程中存在的不适、不
便之处，5月下旬至7月
下旬，成都市卫健委开
展了一场“局长、处（科）
长、院长（书记）体验就
医流程”活动，让领导干
部“沉浸式”体验就医各
环节，精准识别并反馈
医疗服务中的堵点难
点。8月15日，针对活
动中发现的问题，成都
市卫健委下发了整改通
知，要求成都市各级医
疗卫生机构立即采取措
施，推动流程优化和制
度创新，全面提升成都
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
质量和群众就医体验。

6月27日，简阳市卫健局某科（室）负责人来到了金
堂县第一人民医院。舍近求远来看病，是为了暗访了解
医院就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前在网上完成挂号的该负责人刚走进医院大门就
发现 1 楼取药窗口排着长队，不少人在大厅等待取药。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取药时间可能很长。之前我们
简阳的医院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后期引进智能分药的
机器后问题才得以解决。”

看完病，来到取药窗口拿药，该负责人进院时“拿药
时间会很长”的想法得到了印证。为了拿到自己的药，他
在窗口大厅等待了二三十分钟。“我们去的时候还是下
午，不是就诊高峰期，如果是患者多的上午来，估计等待
的时间会更长。”

与简阳市卫健局某科（室）负责人的暗访经历不同，
今年7月，去到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进行暗访的市卫
健委某处（室）负责人则在查看检验检查报告时遇到了

“瓶颈”。她告诉记者，因为自己上半年进行了检查，报告
显示自己身体的一项指标有些偏高，这次暗访便挂了心
内科的号，想让医生帮忙看看。前期挂号、报到、进诊室
等流程都是畅通无阻，本以为这次就诊会很顺利，没想到
在翻找自己的体检报告时“卡了壳”。

“当时体检我这项指标有点高，就说把报告调出来给
医生看看具体数值，结果点进去发现报告只能一个月一
个月地查。我又记不清体检具体是哪个月做的了，就只
有每个月依次翻找。”终于找到体检报告的市卫健委某处
（室）负责人完成了此次就诊暗访，也记下了这个“小插
曲”。“选择线上查询报告，本身是为了省时、省力。平时
我们的关注只停留在线上能不能查的层面，而这次暗访
让我们意识到，除了能不能，还应该进一步追问线上查方
不方便的问题。”她说。

找到问题后，要解决问题。暗访结束后，此次参
与暗访的人员将意见建议汇总到了成都市卫健委。
8月13日，成都市卫健委就此次暗访活动主持召开了
问题反馈座谈会，8月15日便下发了通知，要求各医
疗卫生机构尽快整改。

“我们 8 月 16 日收到意见后，当天就进行了整
改。”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针
对“药房取药排长队现象”，医院立即制定了弹性排
班制度：上午开放四个取药窗口、下午开放三个取药
窗口，高峰期动态调整在岗人数、增加配方发药人
员，缩短患者取药等候时间、减少长时间排队现象。

10月初，为了进一步让患者取药更方便快捷，医
院在增设窗口的基础上还购买、安装了自助发药机，
加上人工窗口，取药最多可在6个窗口同时进行。通
过自助机器，患者可以在10分钟左右完成整个取药
流程。“取药完全不需要排队了，我刚是在机器上取
的，扫码之后几分钟就出来了，速度很快。”刚刚取完
药的赵先生说。

而针对医院公众号“报告查询”模块中一次性只能
选择一个月的时间范围、不方便查询既往检验检查报
告的问题，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也立即对公众号进行了
优化。“其实在整改文件下发之前，我们就已经收到了这

个问题的反馈。”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了解到患者需求后，医院立即着手利用信息化手段深
化线上公众号功能，报告查询功能在7月已经完成了升
级。目前，公众号内可以提供最近六个月内检验检查
病理报告查询，患者可按“近一月”“近三月”“近半年”进
行选择查询，也可自助设置报告查询时间。

据了解，除了线上流程优化外，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还重构了门诊服务流程、建成了一站式服务中心，
患者在这里可一次同时办理28项业务，无需往返跑
路；在病房开通的“前置性”床旁结算服务项目，已完
成18个科室推广、1000余例次床旁结算工作，缩短患
者等候时间。

健康成都 共建健康和谐城市

针对性制定方案
优化就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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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工作人员指导患者通过
公众号自助查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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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提供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中心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
闻记者 杨升涛）日前，“爱髓
缘 益起跑”2024年四川省无

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公益跑活动在成都市温江
区燃情开跑。本次活动旨在通过“运动+公益”的形式，引
导参与者及公众关注无偿献血及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树
立“高尚利他、志愿捐献”的社会风尚，动员更多爱心人士
参与红十字志愿捐献与人道公益事业。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播放了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视
频，10名全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代表获得荣誉证书。捐
献者小郑分享了捐献经历和感受，鼓励更多爱心人士加
入到志愿捐献的行列中来。

仪式中，新越百货（成都）有限公司作为爱心企业加
入到“川红ESG联盟”。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将与其合作
推进ESG实践，推动企业实现社会效益。

活动现场，主办方设置了无偿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
献咨询登记处，为爱心市民提供便捷的信息咨询和捐献
服务，这一行为有效激发了现场人员参与公益事业的积
极性。在造血干细胞捐献入库血样采集点前，刘先生完
成了填表、采血。“我一直有献血的习惯，今天了解到捐献
造血干细胞的意义后，我就决定自己也要来做个登记。”
刘先生说，希望自己能匹配成功，以帮助到需要的人。

近年来，四川省红十字会大力开展无偿献血和造血干
细胞捐献宣传活动，努力营造“我捐献，我健康，我快乐”的
社会风尚，推动人道事业提质增量。目前，四川已进行造
血干细胞志愿登记13.6万人份，成功捐献破800例，为近
千名血液病患者搭建起了生命的桥梁，为无数需要帮助的
人点亮了生命的希望之光。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
婷）11月12日，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第
九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在成都开幕。本届戏剧
节将持续至11月22日。

活动现场，由知名川剧演员王玉梅、孔
刚、虞佳和王耀超带来的川剧戏歌《成就每一
个梦想》，拉开了本届戏剧节的大幕。越剧名
家李云霄在现场演唱越剧《打金枝》片段将气
氛推向高潮。另外，由西南民族大学出品的
话剧《同舟共济》也在当晚亮相。

记者了解到，本届校园戏剧节的剧目征集
工作得到了全国各大中小学的热烈响应，一共
收到210多所大中小学校报送的大小剧目355
个，报名剧目数量之多创历史新高。最终，来自
全国各地众多热爱戏剧的青年学子将带来24台
形式多样的演出。接下来，多场精彩演出将陆
续在成都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四
川师范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学校剧场亮相。

世界经典原版倾情演绎

大幕拉开，当《剧院魅影》的主旋律随
着管风琴奏响，大吊灯从舞台上缓缓升起，
观众沉浸在丰富的舞台与表演细节中。平
均每 5 分钟的换景、230 余套色彩缤纷的服
装、一比一复刻 19 世纪风格的精致道具、
6000颗珠子组成的水晶吊灯……观众感叹
道：“既有华丽的舞台和宏大的音乐与叙
事，又有目不暇接、经得起推敲的细节，不
愧为‘教科书级别’的音乐剧经典！”

本次巡演在演员阵容上也亮点颇多。
演员乔纳森·洛斯莫夫和马特·利西均在

《剧院魅影》的舞台上有着丰富的演出经
验。谈到这部作品，乔纳森·洛斯莫夫表
示：“由于《剧院魅影》是满怀爱意为心爱
之人创作的，它有着爱的内核，对爱的表
达也非常直白，所以才如此动人。”马特·
利西则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细节：

“《剧院魅影》对细节的关注令人难以置
信，甚至是观众看不到的细节。比如剧中
的信件都是按照原著逐字逐句写的，对细
节的关注非常到位。”

国际巡演成都站连演16场

作为享誉全球、脍炙人口的世界级经典
巨作，《剧院魅影》自 1986 年于伦敦首演以
来，已到访过46个国家的193座城市，吸引
超过1.6亿观众，并斩获70余个戏剧奖项。

主办方成都高新中演大剧院总经理郝
鑫表示：“《剧院魅影》作为2024成都中演音
乐剧节重磅剧目，在成都连演16场，不仅刷
新成都上演海外经典音乐剧的场次纪录，更
将这座城市的音乐魅力推向了新的高度。”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
成都一直以来都是文化艺术的热门之地。
此次《剧院魅影》的国际巡演不仅是对这部
经典音乐剧的一次全新演绎，更是对音乐剧
艺术的一次深度推广，为成都演出市场注入
新鲜活力，助力国际音乐之都建设。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卢星宇

11月12日晚，世界经典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在成都城市
音乐厅首演。本次《剧院魅影》国际巡演成都站作为西南地区的唯一
一站，将于11月12日至11月24日在成都城市音乐厅连演16场。

世界经典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成都首演

乐山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要城市
基本实现2小时互通

截至目前，乐山累计实施成渝相关产
业、基础设施等共建项目 13 个、完成投资
830多亿元。

乐山通过升级交通网来优化融圈条
件。在陆上，乐山共新建或改建高速、铁
路4条通道，对外陆路通道增至14条，新增
里程 300 多公里，基本实现邻市 1 小时可
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要城市 2 小时
互通。比如，成乐间动车实现公交化运
营，开行量由每天 18 对增加到每天 68 对，
车程都在 1 小时内。在水上，乐山正推进
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携手成都、宜宾、泸
州等地打造成都平原经济区“天府港”和
长江上游航运中心，构建成渝黄金水道。
在空中，乐山布局推进 1 个支线机场和 4
个通用机场建设，乐山机场预计明年底前
具备通航条件。

此 外 ，乐 山 实 现 政 务 办 理“ 互 通 ”，
开设“川渝通办”专窗 194 个，四川大学
华西峨眉医院即将试运营，与华西本部
同质化。

参与共建巴蜀文旅走廊
串联大渡河沿线38个景区景点

文旅是乐山建设成渝“后花园”的主要
内容，乐山积极参与共建巴蜀文旅走廊，
推动优势互补、抱团发展。采取组团营
销、互免门票、共办活动等方式拓展，增强
城市吸引力。在遗产保护上，发起组建巴

蜀世界遗产联盟，建立川渝石窟保护研究
联合实验室，共同攻克雨水侵蚀、岩石风
化等难题，保障乐山大佛“颜值”始终在
线。在文化交流上，与大足、武隆、南川等
地共同开启“光影之旅”，推动精品艺术更
好“走出去”。

近年来，乐山先后实施了乐山大佛、嘉
州古城墙、峨眉山古建筑群等修缮工程，
精心守护千年文脉。比如，在乐山大佛保
护上，通过地方立法、组建实验室、交流合
作等，一体推进外围、内部和本体保护。
不断推动文旅业态产品推陈出新，夜游三
江、苏稽古镇、上中顺特色街区广受游客

的青睐。同时，推动文旅资源二次开发，
拓展文旅发展新空间，串联大渡河沿线 38
个景区景点，带状布局建设 23 个文旅项目
和土特产展销区，构建起全长 165 公里的
山水画廊、文化长廊和消费走廊“三廊合
一”大渡河风景道。

乐山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水源
涵养区，全市一半以上的国土面积属于重点
生态功能区。乐山深入打好三大保卫战，全
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绿色转型。生态
环保联动，与成都平原经济区相关城市开展
环境治理联防联控，携手落实《岷江流域横
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在“生态+文旅”上，乐山将打造国际康
养中心、峨眉南山等体验新场景，大力发展
特色民宿；在“生态+工业”上，乐山将携手
竹叶青、峨眉山茶等企业，沏好一杯茶、装
好一桶水、酿好一瓶酒；在“生态+农业”上，
乐山还将推动林下种养产品就地转化为旅
游商品。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昨日，省政府新闻办在四川新闻发布厅举行“万千气象看四川”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乐山专场。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第五年，乐
山围绕“打造成渝‘后花园’”这一定位，主动进圈、深度融圈。目前，乐山基本实现
邻市1小时可至、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要城市2小时互通。同时，乐山积极参与
共建巴蜀文旅走廊，推动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乐山升级交通网，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成乐间每天开行动车68对

全省造血干细胞志愿登记
达13.6万人份

第九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开幕

11天24台演出轮番上演

本报讯（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11月12日，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空口岸迎来了特殊“客人”：一批来自
凉山州的虹鳟鱼在顺利通关后，于上午搭乘3U3909国际
航班飞往新加坡。据悉，这也是四川首次出口虹鳟鱼。

据了解，这批虹鳟鱼产自四川省凉山州金阳县丙底
洛村，经过成都市大邑县一家加工企业进行加工处理，形
成虹鳟鱼柳产品，被运往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国际货运区，
在通过通关查验后搭乘国际航班飞往新加坡。首次出口
的虹鳟鱼共重140千克。

据了解，丙底洛村是成都海关定点帮扶助力乡村振
兴的对口联系村，位于凉山州金阳县西北部，素有“金沙
瑶池”美誉，平均海拔2500米左右，山泉水资源丰富。成
都海关驻村工作队经过多次对丙底镇周边环境开展实地
考察和数据分析，发现当地的山泉水非常适合冷水鱼养
殖，并通过靶向选种确定虹鳟鱼为试养鱼种，并将高山冷
水鱼养殖规划确定为丙底洛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方向，
为村集体产业发展拓展新思路。

四川首次出口虹鳟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