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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垫江县中医院贯彻落实党建统领

高质量发展战略，秉持以传承中医药、突出特

色、打造全国名院的办院宗旨，以弘扬国粹、锐

意创新、以人为本、铸造辉煌为服务理念，不断

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致力于走出一

条符合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持党建统领

强化基层组织“双驱动”

如何发挥党建工作统领作用？如何将基

层党建工作抓牢、抓实、抓出成效？垫江县中

医院的答案是稳中求发展、创新。

垫江县中医院全面落实《重庆市委办公厅

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实施意

见》,以党建统领医院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各环

节，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执行情

况报告制度，巩固医院党委会、院长办公会议

事规则备案成果，强化民主集中制、“三重一

大”事项集体研究决策制度、末位发言制度、党

委书记与院长沟通协调机制等制度，健全党风

廉政建设和行业作风建设，进一步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建好党支部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的保障，是党保持活力和战斗力的根本所

在。医院重视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依托《支部党建工作目标考核管理办

法》，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民

主评议党员、主题党日等制度，进一步把好

政治关、医德医风关，充分利用微信群、学习

强国等载体，进一步加大标准化规范化党支

部建设力度。

目前，医院以选拔、培养、任用内设机构负

责人担任党支部书记，将支委班子成员涵盖各

重点科室，力争内设机构负责人担任支部书记

达100%，其中，医院共有党委委员8名，设立

行政支部、后勤支部、内科一支部、内科二支部

等10个党支部，中共党员241人。

做好外引内培

打造人才科研“孵化器”

人才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孵化器”，大批

有思路、有朝气的中青年骨干成为医院高质量

发展的动力源。近年来，垫江县中医院通过实

施人才强院战略，形成了合理的人才梯队建设

体系，医院累计招录229人，在编职工增至606

人。医院中医类别医生近200人，占比达60%

以上；40岁以下人员中，职工占75.45%、专技

人员占86.08%、临床中干占58.41%，通过不

断提升人才引进层次，加大医院实用人才建

设，满足工作需要。

以制度护航，助力人才队伍建设。垫江县

中医院制定人才引进管理办法、人才基金管理

办法、优秀中青年骨干医生评选管理办法等，

对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等建立了体系化、规

范化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评价机制，确

保“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为人才留住和用好

打下坚实基础。

引育上发力，推进人才队伍专业化。医院

依托国家中医住培基地和湖南中医药大学、重

庆中医药学院硕士研究生培养基地的优势，建

设临床示教模拟实训中心和中医药研究平台，

面向川渝东部招收培养更多高素质中医临床

人才。与此同时，医院还合理制定招聘计划，

重点招录儿科、急诊急救、肿瘤、精神卫生等紧

缺专业人才，充实中医药人才队伍，鼓励职工

通过进修、师承教育等培养形式，提升理论水

平和技术水平，让人才资源作为“第一资源”的

作用更加凸显，促进医院技术创新、蓄势发展。

薪酬上托底，谋求医院福利。医院结合自

身需求，对于不同类型的高层次人才，给予灵

活多样的引进待遇。如设立人才培养基金，给

予安家费、引进费、特殊岗位绩效，解决配偶工

作、住房问题等方式，真正让人才走进来、留下

来、干起来。

人才引领医院“快”发展，创新提升科研

“硬”实力。近年来，垫江县中医院作为国家中

医住培基地，创新提出“333”科研工作总思路，

共立项科研项目115项，其中市科委联合项目

17项、在研课题78项；发表学术论文846篇，

其中SCI论文26篇；申报专利47项，其中实用

新型专利40项、发明专利7项；荣获市卫生健

康委中医科技成果三等奖1项、垫江县科委二

等奖2项、三等奖1项。

推进学科建设

推动医疗水平“上台阶”

为了让老百姓看好病，垫江县中医院充分

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重视学科建设，奋力推进高水平医院建

设，全力守护人民健康。

为大力推动业务工作全面进步，垫江县中

医院大力实施学科建设培优行动，推动国家、

市级中医重点学科、名科“成高峰”，实现在区

域内“建高地”的优势。目前，垫江县中医院拥

有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医临

床重点专科1个，国家中医特色重点专科2个，

重庆市中医名科1个，重庆市中医重点专科9

个、中医特色专科2个……成为重庆市中医系

统基础学科设置较齐全的医院，促使医院重点

名科、学科在区域内享有示范和引领作用。

学科建设的高速发展直接带来了医疗研

究的提档升级，医院强化了以中医药服务为主

的办院模式和服务功能，持续推动中医药参与

疑难疾病诊治、危急重症救治等研究，打造了

区域中医疑难杂症诊疗中心。医院急危重症

救治能力在区县中医医院里处于第一梯队，拥

有急救部、重症医学科、脑外科、心胸外科、肝

胆外科、普外科、骨伤科等多个专科科室，其

中，胸心·血管·乳腺外科在全市县级医院率先

开展体外循环下心脏瓣膜置换、房间隔及室间

隔修补手术，累计开展200余例。

踏上新征程

启动高效发展“前行键”

2023年，垫江县中医院坚持以率先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契机，以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医疗健康服务需求为动力，统筹开展

了改革试点工作，及时推广典型经验，以率先

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目前，

医院已实现高质量发展明确的 6项重点任

务、26条具体任务和4个一级指标、34个二级

指标落地落实，不断增进百姓就医体验感与

获得感。

全新征程已开启，全新蓝图已绘就。垫江

县中医院为实现川渝东部中医区域医疗中心目

标和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定位，不断促使医

院朝着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运

行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化管理、资源配置

从注重物质要素转向更加注重人才技术要素等

方向前进，重点打造成区域有合作、全市有示

范、国内有影响的高质量发展新体系，为更好提

供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突发公共卫生风险、

推进健康中国重庆行动提供有力支撑。

垫江县中医院党委书记沈建胜表示，按

照垫江县提出的“建设更高水平健康垫江”、

打造区域医疗中心的规划蓝图，垫江县中医

院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加强党建统领，

以国家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为抓手，

建立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围绕学科建设、

适宜技术推广、开展新技术新项目为突破点，

强化体系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

新，推动医院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更

高水平健康垫江、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力量。

垫江县中医院

瞄准国家中医名院目标 推动医疗水平提档升级

6月30日，《重庆日报》第16版刊发我县中医院瞄准国家中医名院目标，推动医疗水平提档升

级的报道。具体报道内容如下：编 者 按

县外媒体县外媒体 看看 垫江垫江

参观垫江廉政教育基地 拜师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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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重庆日报》第17版

刊发了我县人民医院入围“优秀基层

500强”医院的报道。具体报道内容如下：

编 者 按

垫江县人民医院

入围“优秀基层500强”医院
近日，第六届CSCO肿瘤支持与康复治疗学术年会暨

第十九届全国癌症康复与姑息医学大会在合肥召开，大会

为垫江县人民医院等全国20家入围“2020年-2022年优

秀基层500强”医院颁发了证书。

本次大会以“支持与姑息使癌症治疗更有效”为主题，

围绕肿瘤免疫营养、非小细胞肺癌、癌痛全程管理、肺癌靶

向治疗等方面进行学术交流，反映了当前肿瘤支持与姑息

治疗研究领域的新成就和新进展。

垫江县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医院肿瘤科将以更

加奋进的姿态、更加全面的学术推进全县肿瘤支持与姑息

治疗事业科学化、前沿化、仁爱化发展，全心致力于延长恶

性肿瘤患者生存时间，提高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生活质量。

本 报 讯 （记 者 郑 雯 瑾

通讯员 卢利）近日，县民政局

印发《垫江县民政局关于做好

2023年垫江县家庭困难大学新

生救助工作的通知》，标志着我

县2023年家庭困难大学新生救

助工作正式启动。

据了解，此次救助工作的救

助类别为就学困难临时救助，救

助对象为具有垫江户籍，2023

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被全日制

普通高校本科、专科（含高职）录

取，承诺入校就读且家境困难的

大学新生。

救助金额分为两档，特困人

员、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困难大学

新生，每人一次性救助5000元

（含重庆市民政惠民济困补充商

业保险以及其他助学救助）；家

庭人均月收入低于城乡低保标

准2倍（含2倍）的低收入家庭或

个人，每人一次性救助3000元

（含商业保险以及其他助学救

助）。

符合条件的困难大学新生

可向所在地乡镇（街道）提出书

面申请，再由乡镇（街道）开展经

济信息核查和入户调查并进行

审核，最后交由县民政局审批。

各乡镇（街道）需及时向县民政

局报送《2023年垫江县家庭困

难大学新生救助申请汇总表》，

在8月10日前报第一批，8月20

日前报第二批。

2023年全县家庭困难大学新生救助工作启动
困难大学新生可于8月20日前向所在地乡镇（街道）提出申请

本报讯 （记者 何维）时下

正值野生蘑菇生长旺季。连日

来，县市场监管局紧密结合食品

安全“守风险、查隐患、保安全”

行动，组织开展野生蘑菇食品安

全防控工作，防范发生误食野生

蘑菇中毒事件。

“蘑菇虽小，安全事大。目前

并没有简易鉴别野生蘑菇是否有

毒的科学方法，依据民间流传的经

验辨别和加工方式，无法保证能避

免误采误食野生毒蘑菇带来的中

毒风险。”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基于此，该局组织执法人

员深入城区和乡镇各农贸市场开

展高频次专项巡查，劝导市民不要

采食和售卖野生蘑菇。

其间，该局通过张贴新版《珍爱

生命 拒绝野生毒蘑菇》宣传画、发

放《预防野生蘑菇中毒 告我县居民

一封信》、面对面交流等方式，教育

引导市民、各市场主体拒绝售卖、采

食野生蘑菇从源头上预防野生蘑菇

中毒事件发生。

县市场监管局提醒市民——

拒绝售卖采食野生蘑菇，当心中毒！

各位市民朋友：

三合湖湿地公园音乐水舞秀已经播放一年，得到

了广大市民朋友的支持和肯定，现根据市民参与度情

况和公园管理需要，决定从2023年7月1日起，将播

放时间调整如下：

一、播放时间

1.固定播放时间：每周星期六、法定节假日。夏季

晚上约8点开播、冬季晚上约7点开播，播放时长45

分钟左右，特殊情况或恶劣天气暂停播放；

2.临时播放时间：根据需要播放。

二、注意事项

1.遵守公德，文明游园，爱护设施，保护环境；

2.服从管理，保障秩序，禁止下湖，安全游玩；

3.除园内工作车外，任何车辆（包括摩托车、自行

车）禁止入园，并有序停放在规定区域。

垫江县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

2023年6月30日

垫江县东部新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调整三合湖湿地公园音乐水舞秀播放的通告

（上接1版）的急难愁盼问题建言献策，助推全县残疾

人事业全面发展。

会议强调，政协书画院、委员工作室和“渝事好商

量”协商平台是县政协今年的重点工作，要按照既定

时间节点和目标要求，倒排工期、加强统筹、加快推

进。要充分发挥政协书画院作用，积极引导广大书画

爱好者创作更多契合时代主题、坚守人民立场、助力

文化传承、富含垫江元素的精品力作；要发挥好“渝事

好商量”协商平台和委员工作室功能作用，引导政协

委员常态化开展收集社情民意、协商监督、学习交流、

宣传宣讲等活动，不断助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当天，会议还审议《县政协十一届八次常委会会

议方案（送审稿）》，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

要讲话精神和市委近期重要会议精神。

县政协副主席谭建、苏灿、徐鹏、刘洪君、朱顺洪，

县政协秘书长夏传涛参加。

县政协2023年第7次党组（扩大）会议暨十一届十九次主席会议召开

一、如何辨别有毒野生蘑菇呢?

答:蘑菇是否有毒，肉眼无法识别鉴别蘑

菇是否有毒，民间有一些说法，但其实并不可

靠，比如依据颜色是否鲜艳生蛆、长虫，有没

有酸臭味，煮后是否使大蒜和银器变黑来判

断有没有毒，这是不科学的。在我国,毒菇约

有 100 种,据资料记载可致人死亡的至少有

10 种。许多毒蘑菇和食用菌的外观特征没

有明显区别，甚至非常相似。因此至今还没

有找到快速可靠的毒蘑菇鉴别方法。

二、野生蘑菇中毒症状有哪些?

答:毒蘑菇中的毒素十分复杂，一种毒蘑

菇可以含有几种毒素,而一种毒素又可存在

数种毒蘑菇中。毒蘑菇的临床表现复杂多

样,按症状分为胃肠炎型、神经精神型、溶血

型、肝脏损害型。

三、在食用野生蘑菇后，如何从人的体表

特征来分辨是否中毒?

答：大多数毒蘑菇毒素早期都会表现为

力心腹痛腹泻胃肠道症状,有的病例表现为

兴奋、抑郁、幻觉、步态蹒跚，还有的可出现黄

痘、血尿，肝区疼痛等，还有表现为身体的暴

露部位经日照后出现如面部肿胀,疼痛,特别

是嘴唇肿胀外翻等。

各型蘑菇毒的潜伏期长短不一最快的

10分钟，最长的1-2天，其中溶血型和肝脏损

害型，毒较为严重,特别是肝脏损害型。病情

凶险,如不及时治疗,死亡率极高。

四、食用野生蘑菇中毒症状消失后，是否

即表示已经痊愈?

答:野生蘑菇中毒初期表现为胃肠道症

状，有的患者1~2天后症状缓解或消失,精神

状态较好,给人以病愈的感觉,其实此时毒素

正在通过血液进入肝脏等大脏器官并造成损

害，我们称之为假愈期大约经过1-2天病情

突然恶化危及生命。因此症状消失后还应观

察1-2天，如有不适应立即就医，防止耽误治

疗。

五、发生野生蘑菇中毒后，应该怎么处理?

答:目前对有毒野生蘑菇中毒尚无特效

疗法。如果不慎食入，应尽早通过催吐洗胃、

导泻、灌等方法迅速排除毒素。并尽快到正

规医院接受治疗。

六、如何预防野生蘑菇中毒?

答:蘑菇种类繁多,毒蘑菇的毒素难以去

除和破坏，因此，预防有毒野生蘑落中毒最好

的办法是不要自行采食野生蘑菇，也不要在

流动商贩处购买新鲜的蘑菇。

(来源县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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