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推荐

通过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江苏的民生红利

方便的不仅是省内就

医的当地居民，还为

随子女离开故土的

“老漂族”的就诊、结

算等提供便捷。更重

要的是为危险边缘的

急病患者“抢”来更多

的黄金救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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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看台

6版

从静谧的边陲城市到人气火热的“打

卡地”，寒区试车为黑河的冬天注入活力，

激发旅游、交通、通信、宾馆、餐饮等发展，

成为黑河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数据显示，

寒区试车产业每年冬季可为黑河带来超过

4亿元的消费规模。

黑河试车撬动冰天雪地里的
“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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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300年历史的天柱侗戏来源于京

剧，是当地侗族人民在演出过程中浸润了地

方语言和编排了侗族故事的艺术产品。在

贵州省天柱县侗族戏剧文化艺术之乡渡马

镇，龙盘村老戏师陈光瞭、岩门村退休教师

杨秀举、杨柳村侗戏团团长周宗治，多年来

不辞辛劳，义务教戏。与时俱进，助力脱贫，

薪火相传，异彩绽放。

义务执教 老戏新唱

□ 高 博

一边是巍巍太行山脉，一边是

碧绿的水库，雄奇与灵秀结合。虽

是初冬时节，但来太行山深处河北

省沙河市柴关乡峡沟村挂壁公路游

玩的旅客仍络绎不绝。

老公路成“新网红”

挂壁公路是峡沟村通往外界的

唯一通道，沿着公路步行约1公里便

来到峡沟村。峡沟村党支部书记

王徐朝表示，20世纪70年代修建峡

沟水库，把峡沟村封闭在了深山里

没有出路，当地人为解决出行困难，

以铁锹、铁锤等原始工具，硬是在峭

壁上开辟了一条公路。

这条路依靠人工开凿而成，全

长 560 米，路洞顺山势蜿蜒，内高

3 米，宽约6米，公路每隔几米就留

有透光“天窗”，用于采光、通风。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闭

塞,太行山一带的村民们虽守着这

世外桃源般的美景，却过着清贫的

日子。村里的年轻人更因娶不上媳

妇,多数人跑到外面打工，有些人迁

居外地安家。

近些年，这条挂壁公路被山里村

民赋予更深意义。因其奇险风貌，公

路成为周边市民的“网红”打卡地，也

因此带火了传统古村落游。

沙河市柴关乡传统古村落聚

集，全乡有9个村被评为中国传统

村落。近年来，在全域旅游视角

下，沙河市加强古村落的保护与

开发，交通部门建设新三川贯通公

路，将西部的柴关川、蝉房川、孔庄

川打通，把原本分散的王硇村、绿

水池村等古村落“串珠成链”，打通

了群众靠绿水青山脱贫致富的康

庄大道。

古村落变“聚宝盆”

错落有致的石房、历史悠久的

古祠……距离挂壁公路约5公里的

绿水池村是一个有着近百个明清时

期门楼的古村落。新华社记者在绿

水池村采访时看到，狭窄的古巷子

两侧悬挂着一幅幅反映绿水池古民

居和太行山区特有民俗文化的摄影

作品，给这个古村落增添了无限韵

味，游客们赞不绝口。

“在绿水池能找到乡愁，我为这

里的古建筑和传统民风所吸引。”摄

影师李自岐是这场摄影展的策展

人，他说：“行走在太行深处的这个

小村落，处处是风景，抬眼就能看到

经历百年沧桑依然栩栩如生的门楣

雕刻。所以就联合12位摄影师在绿

水池集结，耗时3个月驻村拍摄，定

格这里的生活。”

64岁的绿水池村村民王进英在

村里经营着一家农家乐，一年收入

3 万多元，看着旧房子变成“聚宝

盆”，王进英喜上眉梢。

“每逢周末，来村里的游客一波

接一波，村里百姓吃上了旅游饭，开

起了农家乐，有的还背起篓子，向游

客推销起了山货，在外打工的年轻

人也回到家乡，依靠旅游把日子越

过越好。”王进英说。

如今,在绿水池村，许久不拉磨

的毛驴又重新派上了用场，小米、老

粗布、薄皮核桃等太行土特产也插

上了翅膀，飞出了太行山。

在沙河市，这些曾经寂寥、养在

深闺的太行传统古村落，正在重获

“新生”。据统计，2019年，沙河市乡

村旅游年接待各类游客160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2.5亿元。

让水表量出
敬老爱老的温度

□ 何欣荣 王默玲

12小时用水不足0.01立方米，系统将自

动报警，居委会干部第一时间上门探视。最

近，上海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为独居老人安

装智能水表的消息刷屏了。0.01立方米的

读数中，蕴含着社区的温度、城市的温情。

让老人享受数字化转型的红利，搭上智能技

术的快车，这是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应有之

义，也是人民城市建设的底层逻辑。

为独居老人装智能水表，看似一件民

生小事，背后却是城市治理的用心用情。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叠加

疫情防控的需要，各地智慧城市建设如火

如荼。然而，日新月异的科技给很多老年

人的生活划出一道道无形的“数字鸿沟”：

无健康码出行不便，网上挂号、网上就医障

碍重重，移动支付担心安全……这样的背

景下，智能水表被网民点赞并呼吁全国推

广，反映了智能时代社会各界对于共享发

展、包容发展的期盼。

作为一项工具，智能技术本身是中性

的，部分老年人通过“触网”开启晚年幸福

生活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如何善用技术、

用好技术，让智能技术发展与老龄化社会

相适应，帮助更多的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考验着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

需要看到，因为长久以来形成的生活习

惯，很多智能技术老人“不想用”。这个时

候，“智能”就不能搞成“只能”选项，而要适

当保留传统服务方式。还有一些智能技术，

老人不会用，需要社区、公益组织等机构有

针对性地指导帮助。至于部分智能技术老

人“不敢用”的问题，则要求政府严厉打击网

络诈骗、电信诈骗，让老人用得安心。

要想让一项智能技术真正受老人欢

迎，必须站在老人的角度，关注他们的实际

需求，做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从上海市

长宁的案例可以看出，智能水表、烟感报

警、红外监测……这些老人欢迎的智能设

备，瞄准的都是老人容易走失、记性不好等

生活难点，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技术原理。

更需要指出的是，智能技术的背后是

人，设备一旦发出信号，居委会干部、社工

和志愿者都会闻讯而动。这张技术背后的

服务网络，让养老工作既有“智商”又有“情

商”，让冰冷的设备有了温情。

家家都有老人，人人都会变老，关心老

年人就是关心自己的未来。人口老龄化已

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望各地把尊老爱幼

的传统和智能技术的新潮实实在在地结合

起来，涌现更多智能背后见温情的案例。

□ 陈 聪 邱冰清

异地就医可直接刷卡结算、家门

口的胸痛中心保障黄金救援时间、智

慧医疗有效缓解大医院“候诊两小

时、看病一分钟”的现状……在江苏

省，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和分级诊

疗、医联体医共体建设正在改善老百

姓的就医体验。

为本地居民提供便捷

在常州市金坛区尧塘中心卫生

院，78岁的宋阿姨正在卫生院医生

薛阳春的诊室里接受远程会诊。

“你头晕多久了？”金坛区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的张俊华医生通过系统

视频远程问诊。

“一年多了，最近感觉有点严

重。睡觉的时候晕得厉害。”宋阿姨

用家乡话回答。

“睡觉的时候是不是看房子都是

转的？”

“对，房子是转的，每次这样都要

晕一个多小时。”

在详细了解了宋阿姨病情后，

张俊华又从系统中调取宋阿姨的头

颅CT影像等相关病例和检查结果，

给出了良性位置性眩晕的诊断，并提

出了建议用药，由薛阳春代为开药。

接受远程会诊对宋阿姨来说早

已不是新鲜事。从去年开始，尧塘中

心卫生院的云诊室启动，同时金坛区

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实现患者检查结

果和病例资料共享，患者可以就近看

上专家，再也不用大老远往区里、市

里跑。

宋阿姨享受的便捷就诊服务，是

常州推进智慧医疗体系建设的成

果。通过发行居民健康卡，常州推进

实名制就诊，加强健康医疗信息采集

和共享应用，并提供多种支付方式，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我们通过搭建市级统一结算平

台，在江苏省内首创市域范围内‘就

诊一卡通、医疗一账通’。”常州市卫

健委副主任刘志洪介绍，截至2020

年9月底，常州累计开通“医疗一账

通”账户约312万个，市属医院实名

就诊率达93%。各医院利用自助服

务机、掌上医院App和微信公众平

台等，优化医疗服务流程。

让异地就医有地可医

通过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江苏的

民生红利方便的不仅是省内就医的

当地居民，还为随子女离开故土的

“老漂族”的就诊、结算等提供便捷。

79岁的张美蓉2017年离开河南

新乡卫辉市，随女儿到南京生活。今

年10月，张美蓉因身体不适前往南

京鼓楼医院就医，办理住院手续时发

现“异地就医不成功”，没法报销，于

是她求助了医院医保办公室。

“该患者办理异地就医手续时，

相关信息需要在卫辉市平台、新乡市

平台、河南省平台、国家部级平台、江

苏省平台、南京市平台等多个平台进

行数据交换，但凡有一个节点卡住，

就无法刷卡成功。”南京鼓楼医院医

保办公室工作人员赵勉说，他们本着

最大限度照顾患者利益的宗旨，通过

南京市医保局联系到卫辉市医保局，

发现该患者的医保卡由于版本老旧，

需重新制卡。

张美蓉家属在卫辉市进行补卡

后，由当地重新发起转诊，最终转诊

成功。从10月20日医院接到需求到

26日患者医保卡刷卡成功，赵勉和同

事们每天要协助张美蓉这样的异地

就医患者处理各类刷卡结算问题，尽

可能快地让患者刷上卡、住进院。

打开赵勉的微信，“跨省异地南

京医院群”“长三角异地门诊直接结

算群”“省内医保异地结算群”……多

个微信群里不断出现新的信息，都是

为了保障异地就医患者正常结算。

2017年，我国已全面推行跨省

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据了解，如果遇到就医结算问题，南

京市内各联网结算医疗机构医保工

作人员会在微信群里上报，市医保局

配合解决。

保急病患者黄金救援

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不仅让

居民看病就医少跑腿，更重要的是为

危险边缘的急病患者“抢”来更多的

黄金救援时间。

“没有这些医生，我恐怕没机会

在这里表达感谢。”在南京市溧水区

人民医院，87岁的何大爷回忆起自己

突发疾病的一幕，仍心有余悸。

今年4月一天早晨，何大爷突发

胸痛，家人拨打120后，他被紧急送

至家附近的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

院。该院心血管内科执行主任毛庆

表示，当时患者情况危重，血压低、心

率慢、大小便失禁，整个人意识模糊，

处于心源性休克状态。床边心电图

判断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

进行紧张抢救后，医院与家属沟

通，迅速将患者转运至导管室，开通

其右冠状动脉，给患者植入支架。术

后第二天，患者完成呼吸机脱机且恢

复意识，病情转危为安。

“心内科医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就是‘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

命’，每延误一分钟，患者可能会失去

更多有活性的心肌细胞。”毛庆说，现

在区医院与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合

作共建紧密型医联体，通过“下沉”专

家与技术，切实提升救治水平。

据了解，随着近几年医院投入力

度增加、团队技术实力增强，像何大爷

这样的患者在当地就近急救成为可

能。“我们现在每年接诊的急性心肌

梗死的患者越来越多，做到了兜得

住、接得稳、包得紧。”毛庆说。

寻找乡愁 一条太行挂壁公路带火传统古村落游

基层医院如何做到兜得住接得稳包得紧
——江苏医改一线观察纪实

北京：解决老年人挂号的
“数字鸿沟”

受疫情影响，北京市二级以上医院从2月下旬起实

行非急诊全面预约挂号。为应对因“数字鸿沟”带来的老

年人“挂号难”问题，2020年底前，北京所有医疗机构将

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

新华社记者近日走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

宣武医院，发现这两家医院采取多项措施为老年人挂号

提供便利，包括设立人工服务窗口、为老年人提供一定比

例现场号源、安排专人指导老年人使用手机或自助机挂

号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年人挂号的“数字鸿沟”问

题。图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工作人员帮助

老年人核对手机上的挂号信息。

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河北沙河市乡村旅游年接待各类游客1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5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