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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卢婉凤 通讯

员张正阳）日前，记者从衡水市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衡

水市智慧医疗体系培育工程”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衡

水市26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

已完成电子健康卡用卡环境改

造，目前已发卡45万余张。

衡水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贾春青介绍，智慧医疗体系培育

工程是2019年衡水市委、市政

府确定的“八大工程”之一，明确

智慧医疗体系培育工程主要建

设任务为搭建全市“1+2+2+6+

4”的智慧医疗架构，即：铺设一

个专网，搭建市县两级平台，建

设标准规划和信息安全两条支

撑体系，实现居民健康卡、分级

诊疗、公共卫生、综合监管、大数

据分析、居民健康服务六大应

用，构建市、县、乡、村四级医疗

卫生信息互联互通、业务应用联

动协调的全市智慧医疗信息化

体系。

该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建

设内容包括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健康衡水APP（含门户网站）、市

级远程医疗综合管理和运营监管

平台、市级120急救指挥中心调

度平台。项目一期于2019年开

始实施，2021年9月通过专家组

验收。全市27家二三级公立医

院累计在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上

传信息13.7亿条，市级平台向省

平台推送数据质控位居全省前

列，同时实现了数据单点采集、

多点共享、业务协同。健康衡水

APP、公众号、小程序方面，25家

公立医院已上线，实现了居民在

线建档、电子健康卡在线领卡、

预约挂号、支付、门诊支付等功

能。打通“互联网+医疗影像云”

平台，通过小程序即可查询影像

检查云胶片。目前累计通过健

康衡水APP建档人数63777人

次，预约挂号约3777人次，线上

支付3048笔。远程医疗系统，

已完成会诊中心和14家医院申

请端系统建设，系统稳定运行。

120急救指挥中心已于2021年1

月1日投入使用，其中含5个分

站，入网救护车25辆，保持在线

10辆车，目前系统整体运行正

常，日均接听话务量约 130 余

次，精准调度出车约40车次。

项目二期于2023年1月启

动实施，建设内容包括区域电子

病历、家庭医生签约系统、智能语

音外呼系统、双向转诊及业务协

同平台、医疗监管信息系统、应

用系统安全管控平台、电子健康

卡推广等，目前已基本完成。区

域电子病历、家庭医生签约系统、

智能语音外呼系统实施方面，132

家基层医疗机构全部上线，并完

成了基层医疗业务数据和电子健

康档案数据采集，截至10月9日，

系统外呼总量42.8万次。双向转

诊系统完成了基层医疗机构与20

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机构对

接，系统运行稳定。业务协同平

台提供全面的行政办公服务，支

撑组织内部各种审批流程管理、

指挥、控制和协调，目前系统已

上线应用。医疗监管信息系统

依据医院填报及数据指标自动

生成，对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61

个指标进行监管，目前系统已上

线应用。应用系统安全管控平

台已完成软硬件建设，实现了对

整个项目资源、系统的资产信

息、性能信息、日志与安全事件

信息等安全要素信息的采集与

分析。电子健康卡推广应用方

面，26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已

完成用卡环境改造，并完成与电

子社保卡融合的工作，同步在挂

号窗口、自助机开放电子健康卡/

电子社保卡功能入口，目前已发

卡45万余张。

贾春青表示，智慧医疗体系

培育工程在强基、惠民、助医、辅

政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信息化支

撑保障作用。强基方面，实现签

约居民健康信息共享和业务协

同，提高医疗工作效率，同时通

过构建电子病历全程管理控制

体系，提高医疗质量、规范医疗

行为；实现跨机构间电子病历与

健康档案信息共享；推动医疗卫

生资源下沉，实现智能化健康教

育、语音随访，增强群众获得

感。助医方面，优化患者就诊流

程，提升就诊效率和体验，减少

患者的就医时间和经济成本，提

升患者满意度；为医生了解患者

既往病情信息提供数据支持，助

力精准快速诊断，提高看诊效

率；通过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引导

公立医院转变发展方式、运行模

式、资源配置，带动公立医院提

升科学管理水平。惠民方面，登

录一个平台，即可实现医院线上

预约挂号、体检预约、诊间支付

等线上服务；患者通过APP、小

程序可查看授权的检查影像图

像；与家庭医生签约系统对接，

患者通过APP、小程序可查询签

约记录、履约记录、服务申请

等。辅政方面，提供了全面的行

政办公平台，支撑各种审批管

理、指挥和协调；面向医疗卫生

资源分布与配置、医药、医疗、人

员等领域打造综合精细化应用，

实现医疗卫生行业科学监管；对

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实时监测

评估，深化网络安全与业务扩展

同规划、同建设、同运行理念。

衡水智慧医疗体系培育工程建设成效显著
已发放电子健康卡45万余张

本报讯（记者张梅胜）当前，

在武强县街关镇的各村道及村

民房前屋后，城乡环境整治工作

开展得如火如荼。这边，挖掘机

挥舞着长臂清理残垣断壁、坑塘

沟渠。那边，党员干部群众携带

清洁工具，在村道上分工协作，

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杂物，整治

闲置空地脏乱地带。54 个村

（社区）全部行动起来进行环境

整治。

为切实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衡水市从10月7日起利用一个

月的时间，在全市开展城乡环境

集中整治攻坚月行动，通过清理

垃圾杂物、清理坑塘沟渠、净化

道路环境、加强扬尘治理、整治

城乡秩序、倡导文明生活等，进

一步提高城乡人居环境质量，提

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此次城乡环境集中整治攻

坚月行动，衡水市将重点清理农

村宅院房前屋后、闲置空院、村

内大街小巷、个体企业、村庄周

围、田间地头、河边桥头、道路两

侧、城乡接合部堆积的垃圾杂物

和各类废弃物，努力实现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白色垃圾、空间悬

挂垃圾、废料堆积物、农作物秸

秆、河道坑塘漂浮物等“七个清

零”。全面清理私搭乱建、乱堆

乱放、乱拉乱围，持续改善村容

村貌。

按照水清流畅、堤岸整洁、

无垃圾、无异味的标准，该市将

对所有坑塘沟渠，尤其是受灾地

区的坑塘沟渠，全面排查清理生

产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各类废

料堆积物、死亡牲畜。因地制宜

采取管网抽排、集中转运处理等

措施，对积存的雨水洪水、生活

污水等及时处理。

全面排查城乡主次道路两侧

的交通标识、照明设施、广告牌

匾、电力杆、通信杆，对陈旧、残

缺、损毁以及存在易脱落、易倒塌

等情况的设施立即加固、更换或

移除。及时清理道路两侧倒伏的

树木等杂物、路面浮土淤泥，消除

安全隐患，方便群众出行。

深化扬尘污染治理攻坚行

动，该市将加强对建筑施工、线

性工程、市政工程、拆除施工、渣

土和物料运输、工业企业、城镇

祼露地面、停车场、道路等扬尘

防治力度，推进扬尘污染“精、

细、实”深度治理。尤其是在受

灾地区开展除尘大清洗行动，全

面冲洗房屋、车辆、道路、树木、

绿化带的积尘，让城乡面貌焕发

新光彩。

行动中，城管部门还将加大

清扫保洁力度，增加垃圾清运频

次，并针对秋季干枯落叶增多的

实际，开展不间断清扫工作。加

强道路、公共场所违规占道经营

监管，规范机动车、非机动车停

放，及时清理废弃车、“僵尸”车

等。同时，整顿户外广告、牌匾，

全面清除城乡主次干道及背街

小巷“牛皮癣”、违规灯箱广告、

招牌及临街喷绘墙体广告和违

规条幅。

该市还将开展文明健康知识

进社区、进村镇、进学校、进机关、

进企业等“五进”活动。通过开展

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多样的主题

宣传，多角度、多渠道倡导群众树

立文明卫生意识，共同建设和谐、

健康、优美、整洁的生活环境。

衡水扎实开展城乡环境集中整治攻坚月行动

深州 旱作高粱“映红”致富路

本报讯（通讯员高雷 卢增
晖）日前，在景县一社区活动室

内，当地正在开展巾帼家政进社

区活动，居民们在面点师的指导

下手工制作面食。

为提高妇女就业能力，拓展

妇女就业空间，今年以来，景县

妇女联合会联合当地家政技能

培训学校，持续开展巾帼家政进

社区、进乡村活动，通过巾帼家

政宣讲、志愿服务以及面点、育

婴、收纳、养老等形式多样的家

政培训，将专业、实用的家政技

能送到广大妇女群众身边，拓宽

就业渠道，不断增强妇女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

“巾帼家政技能培训活动办

得非常好，讲师的授课内容丰富

实用，我不仅学习到了新生儿护

理、家庭收纳整理等很多实用技

能，还充分了解了家政服务行业

的发展前景，对自己将来从事这

方面的工作更有信心了。”村民

柳秀爱说。

“家政行业尤其适合女性就

业，我们通过开展家政服务技能

培训活动，进一步激发妇女创业

就业热情。截至目前，共开展各

类宣讲培训50余场次，受益妇女

2000余人次。”景县妇女联合会

主席王辉表示，下一步，将利用

妇女儿童之家、社区服务站等场

所，持续开展相关活动，零距离

为广大妇女提升就业技能，引领

带动更多妇女投身家政服务业。

景县：家政培训送到家 拓宽妇女就业路

本报讯（通讯员啜瑞琪 王孟超）近日，桃城区组织

开展了以“深化河湖长制，建设幸福河湖”为主题的河湖

长制暨小西河幸福河湖创建宣传活动，旨在增进村民对

河湖长制工作的了解，让河湖管理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河湖环境的良好氛围。

活动中，安排部署了河湖长制暨幸福河湖创建工作，

颁发了优秀村级河湖长荣誉证书和巡河管护员证书，并

围绕巡河履职等方面对乡村河长、管护员进行培训。

随后，桃城区水利局志愿者在赵家圈镇小西河幸福

河湖生态广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清扫垃圾，擦拭栏杆，

发放宣传资料。

今年以来，按照省、市总河湖长令要求，桃城区结合

实际，坚持人民至上、人水和谐，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坚持统筹谋划、系统治理，坚持因地制宜、改革创新，

倾力在小西河桃城区赵家圈镇段打造幸福河湖，开展河

道清理整治、日常管护、幸福河湖生态广场建设、河湖健

康评价等一系列创建活动，目前已初见成效。

本报讯（记者卢婉凤 通讯员张余广）秋风至，候鸟

归。随着气温逐渐下降，今年衡水湖秋冬季候鸟迁徙悄

然开启，目前已有万余只越冬候鸟抵达衡水湖。

预计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大型水鸟的迁徙将达到

过境高峰。期间，陆续有豆雁、鸿雁、红嘴鸥等60余种越

冬候鸟选择来这里停歇、觅食，绘成一幅秀美生态画卷。

衡水湖是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林

地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内陆淡

水湿地生态系统和国家一级、二级鸟类为主要保护对

象，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线”上的重要驿站。

近年来，衡水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

念，扎实推进衡水湖生态保护工作，持续加强生物多样

性保护，环境质量不断提升，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截

至目前，衡水湖观测记录到的鸟类达333种、鱼类45

种、昆虫757种。

本报讯（通讯员刘延岭）近日，由衡水市文明办、冀

州区文明办、冀州古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开展

的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在冀州区湖镜台国学院举行。该

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用良好家风涵养道德情操，推动

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

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活动现场，茶艺老师以茶叶历史为源头，从茶叶知

识、茶艺技巧等方面进行深入讲解，进而将茶文化延伸

到优秀家风，引导未成年人感受茶文化的魅力，并从中

感悟互相尊重、文明礼貌的优良家风。

据悉，该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未成年人对良好家风家

训的认知，带动更多家长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实

际行动弘扬文明家风，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把茶文化融入家风，以

“亲”为题，建设文明家庭。

近日，在深州经济开发区绿色智能家居产业

园，圣奥办公雄衡产业园（一期）举行了投产仪式。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61亿元，占地1300亩，是河

北省重点项目，致力于打造雄安衡水协作家具产业

新样本。目前，深州市累计引进家居及配套企业68

家，初步形成“北方家居看深州”的产业格局，全力

打造北方最大的家具生产基地。图为工作人员正

在焊接家具部件。 张文婧 摄

桃城区“河湖长制”
推动“河湖长治”

衡水湖观测记录到
鸟类达333种

为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写作技巧，拓宽知识

面，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日前，阜城县崔家庙镇第二完

全小学邀请衡水市青少年作家协会的作家们走进校园，

开展“作家进校园”文学公益课堂活动。图为作家息玲玲

与学生们分享写作小技巧。 苗凤强 崔贤飞 摄

本报讯（通讯员高占峰 任
玉静）连日来，深州市7700余亩

旱作雨养高粱迎来丰收季。在

深州市前磨头镇前磨头村，成片

的高粱长势喜人，沉甸甸的高粱

穗随风摇曳，掀起阵阵红浪。

高粱地里，数台大型联合收

割机轰鸣穿梭，收割、摘穗、脱

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田间地

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们通过采用‘村委会+合

作社+农户’的模式从村民手中流

转土地1200亩，化零散为集中，

用于红缨子高粱规模化种植。”前

磨头村党支部书记程宝峰说，今

年高粱长势喜人，亩产400多公

斤，趁着晴好天气，村里正在组织

加紧抢收，收割后的高粱直接烘

干送酒厂，节水省心还增收。

近年来，深州市大力调整农

业种植结构，发展节水农业，推

广实施季节性休耕、旱作雨养等

项目，发展节水抗旱农作物高

粱、油菜、谷子等品种，有力带动

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

在护驾迟镇后营村高粱种

植田，一望无际的红高粱整齐排

列，村民们驾驶机械抓紧收获，

干得热火朝天。

“我们种

的高粱品种

是冀2号，亩产量450公斤左右。

今年一共种了1500亩，全部是订

单种植，保价收购，收益还不错。”

后营村高粱种植大户张顺说。

据护驾迟镇镇长张金山介

绍，该镇依托旱作雨养和季节休

耕政策，以后营村、西安家庄村、

孙家村等村为重点，探索“党支

部+合作社+企业+农户”模式，

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合作社流转

土地、公司统一经营，既促进了

农民增收，又壮大了集体经济。

据了解，深州市推广种植旱

作高粱、玉米、旱作油菜等节水

作物9.24万亩，其中，旱作高粱

种植面积7700余亩，进一步扩

大了节水成效。

沉甸甸的高粱穗随风摇曳沉甸甸的高粱穗随风摇曳。。 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 高占峰高占峰 任玉静任玉静 摄摄

深州旱作高粱丰收深州旱作高粱丰收。。

冀州区以“亲”为题
助力文明家庭创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