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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 共绘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全国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荆举办
本报讯（记者卢成海 冯政 特约

记者夏自宇 通讯员涂伟）7月 12日至
13日，中国卫生人才培养项目2025年
第 3期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
荆州成功举行。此次高水平盛会由国
家卫健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办，荆
州市中心医院协办，来自全国三级公
立医院的百余名管理者齐聚一堂，
聚焦深化公益性改革、激发新质生产
力等议题，共同探讨高质量发展破局
之道。

中国卫生人才培养项目是国家卫

健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开展的一个大
型、综合性、公益性人才培养项目，本期
培训班旨在通过讲授运营管理知识、探
讨优秀管理模式，为推动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提供助力。

在学术交流环节，南方医科大学南
方医院张永教授剖析《新医改背景下城
市中小型医院运营管理核心要点》，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蔡军院
长分享《北京安贞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探
索与实践》。荆州市中心医院院长梅京松
以《四轮驱动，多点触发，新质赋能医院

高质量发展》详解医院高质量发展路
径。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袁霞、北京
大学口腔医院总会计师汪薇，分别聚焦
质量运营双引擎构建与财经数字化转
型进行授课。

实地参访让理念化为可触可感的
标杆。代表们沉浸式体验了荆州市
中心医院以新质生产力重塑服务生
态的成果：从科创中心的前沿转化平
台，到智慧药房与“一站式”服务中心
的高效运转；从急诊急救的集约化救
治，到高端影像与检验的精准诊断；

从盆底中心的专病一体化管理，到健
康管理的全周期布局……充分展现
了该院“硬实力”与“软服务”的双重
跃升。

本次培训通过政策解读、经验互鉴
与实地见学，凝聚了深化改革共识，开
拓了发展思路。在健康优先战略引领
下，公立医院唯有紧抓公益性主线，以
管理创新提质、学科建设筑基、新质生
产力破局，方能交出人民满意的高质量
答卷。荆州经验，为这场深刻变革提供
了极具价值的区域实践范本。

荆州医院首获专利预审“绿色通道”

市卫健委联合市急救中心开展防溺水急救知识培训

“沉浸式”教学筑牢生命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张慜鋆 李轩 杨

光）连日来，荆州持续高温，荆江岸边
吸引了不少前来戏水纳凉的市民。
为积极响应市委宣传部关于《暑期防
溺水社会宣传工作提示》要求，进一
步增强市民（特别是未成年人）防溺
水急救知识，7 月 14 日傍晚，市卫健
委联合市急救中心，在荆江大堤观音
矶段开展了一场沉浸式防溺水急救
知识培训。

此次活动针对连日高温预警和暑
期青少年野泳高发态势，通过“科技+
实战”双轨教学，为广大市民、未成年
人、社区网格员及志愿者提供沉浸式
急救实训。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暑期溺亡事件大多数都因盲目施
救导致，本次活动旨在破解“不会救、
不敢救”的社会痛点。

医务人员通过现场讲解、情景模
拟等形式，详细介绍防溺水知识。同
时 ，重 点 介 绍 了 心 肺 复 苏（CPR ＋
AED）、气道异物梗阻的操作流程，通
过模拟教具演示胸外按压、开放气道、
人工呼吸、AED 使用等关键步骤，分
解动作要点，确保老师们“看得懂、学
得会”。

理论讲解结束后，培训进入实操环
节。在专家的指导下，参训人员进行了
心肺复苏模拟操作。从调整体位、找准
按压位置到规范完成整套操作，逐步掌
握急救技能，在实践互动中加深理解。
荆州水上应急救援队队员，还为市民讲
解了水下自救方法。

市民是自身安全的“一线守护者”，
此次培训不仅强化了包括未成年人在
内的广大市民朋友的安全防范意识，更

通过“理论＋实践”的模式，让急救知识
从“书面”走向“实操”，为我市防溺水安
全增添了一道坚实屏障。未来，市卫健

委将继续深化开展更多贴近实际需求
的健康安全教育活动，共同守护未成年
人生命健康。

参训人员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心肺复苏模拟操作。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荆州市融媒体中心荆州市融媒体中心 宣宣

体重管理年 健康体重 一起行动

本报讯（通讯员彭娟）7月11日至13日，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男科专委会第十
七届学术年会、国际中医男科学会十九
届学术大会、湖北省中医药学会男科专
委会、妇科专委会2025年学术会议、湖
北省中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2025年

学术会议在荆州召开。本次盛会由国内
外中医药领域的权威专家牵头，汇聚全
球顶尖学者，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展
开学术交流，共同探讨中医药在妇科、男
科及生殖医学领域的创新发展。

此次会议涵盖妇科、男科、生殖医

学及中医药相关领域的前沿研究，通过
主题报告、专题研讨、青年论坛等形式，
推动中西医协同创新。在学术报告环
节，50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讲座。
多名教授在荆州市中医医院开展联合
义诊暨党建活动，让普通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
本次大会，共收到百余篇学术论文，

内容囊括了近年来国内外的新理论、新
观点与新技术，内容新颖、前瞻、信息量
大，为中医妇科、中医男科和生殖医学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全球中医权威专家和顶尖学者齐聚荆州

共同探讨中医男科妇科创新发展

本报讯（特约记者夏自宇 通讯员鲁
萌 胡艺之 张恒）日前，湖北省知识产权
保护中心发布2025年度主体预审备案
名单，荆州市中心医院凭借卓越的科研
创新能力，成功斩获专利快速预审“绿色
通道”资质，开创了荆州地区医疗机构在
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先河。这一里程碑
式的突破，不仅彰显了该院在知识产权
战略布局上的前瞻性决策，更为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撑。

此次获批的专利预审服务重点覆
盖生物医药与新材料两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域，涉及 70 个国际专利分类
（IPC）主分类小类和 11个洛迦诺分类
号小类。获得预审资质后，荆州市中心
医院的科技创新将享受“一站式”加速
服务：发明专利审查周期从常规的
18—24个月压缩至3—6个月，审批效
率提升近 70%；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周
期缩短至1个月，外观设计专利更可创
下 15个工作日内获权的“荆州速度”。
这套“优先审查、快速确权”的创新保护

机制，既为医疗技术成果穿上了知识产
权“防护服”，又为其市场化应用铺设了
成果转化“快车道”。

预审通道的开通，不仅是专利确权
效率的提升，更是对医院创新生态的重
塑。荆州市中心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以此为契机，构建起“研发—保护—
转化”的完整闭环。依托专利导航决策
体系，对重点学科与特色技术展开全面
梳理，在心脑血管疾病诊疗新技术、生
物医用材料临床应用、智能化医疗服务
系统等前沿领域精准布局专利，推动科
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此外，荆州市中心医院还将积极发
挥区域引领作用，计划联合周边医疗机
构组建医疗知识产权协作联盟，通过搭
建专利共享平台、开展技术交流合作，
带动区域医疗技术创新协同发展。同
时，该院将深化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
设，实施“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建立
技术预警机制，完善科研激励制度，持
续激发创新活力，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筑牢科技屏障。

本报讯（特约记者夏自宇 通讯员
鲁萌 胡艺之 王旺旺）近日，全球数字
经济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荆
州市中心医院凭借“基于生成式AI的
智能病历生成平台”，荣获“医疗生成式
人工智能最佳案例”荣誉奖项。

本次大会聚焦于探讨生成式人工
智能如何推动医疗服务模式革新，邀请
国内外知名医疗机构代表、专家学者以
及相关企业负责人，围绕生成式AI在
医疗领域的应用场景、技术难点及未来
发展方向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荆州市中心医院研发的“基于生成
式AI的智能病历生成平台”，是由医院
信息科王杏红主任领衔的团队与临床

需求相结合，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科研
研发的重要转化成果。该平台借助先
进的自然语言识别技术和知识图谱以
及生成式AI算法，能够自动识别并提
取医生在诊疗过程中记录的关键信
息，快速准确地根据相关文本信息生
成标准化电子病历。此举不仅极大地
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人为错误，还
为患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医疗服
务体验。

此次获得“医疗生成式人工智能最
佳案例”奖项，不仅是对荆州市中心医
院科研创新能力的认可，也充分证明了
该院在医疗生成式AI领域的卓越贡献
和区域内重大影响。

荆州市中心医院：

荣膺“医疗生成式人工智能最佳案例”

本报讯（通讯员彭娟 夏丹娜）7月
14日，沙市区基层中医医疗机构中医
适宜技术培训班在荆州市中医医院开
班。本次培训班旨在全面提升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为广大基层医疗工作者
提供一个学习与交流的优质平台。

本次培训班的课程设置丰富且实
用，涵盖了多种中医适宜技术，既有针
灸、推拿等传统项目，也有拔罐、艾灸等
特色疗法。授课老师不仅有着深厚的
理论功底，更具备丰富的临床实践经

验，均为业内经验丰富、医术精湛的专
家。培训过程中，老师们通过理论讲
解、现场工作坊操作、互动答疑等形式，
确保学员们真正掌握技术。

基层中医药服务是医疗卫生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百姓健康息息相
关。本次培训班是推动中医药事业传
承创新、服务基层民生的重要举措，充
分彰显了荆州中医的社会担当，为弘扬
中医药文化、促进健康荆州建设贡献了
积极力量。

沙市区中医适宜技术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特约记者杨柳 通讯员张
晓蔓 邓自）为切实解决公众在科学减
重方面的迫切需求，引导健康生活方
式，荆州三医近日举办“科学减重 健康
同行”义诊暨健康科普活动。本次活动
旨在为深受体重困扰的市民及青少年
提供专业、科学的指导，破除盲目减重
的误区。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吸引众多
市民积极参与。

内分泌营养科联合运动康复科、妇产
科、消化内科、胃肠外科、中医科等多学科
权威专家，组成强大的咨询团队，“一对
一”耐心解答参与者关于肥胖成因、科学
减重、代谢健康等问题，并围绕减重核心
知识、常见误区、营养搭配、科学运动方式

等进行生动、接地气的即时宣教，将复杂
的健康知识转化为易懂实用的行动指南，
有效提升了参与者的健康认知水平。

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学膳食示
范”区，直观展示了一周科学搭配的减脂
餐实例，让参与者亲眼见证“健康餐≠难
吃餐”，深刻理解均衡营养与热量控制
的可行性，有效破除了“减肥就要饿肚
子”的陈旧观念。中医特色茶饮与低脂
营养餐的现场体验，更增添了传统智慧
与现代营养学结合的魅力。

此次活动有效提升了公众的健康素
养和自我管理能力，为参与者开启了科学
减重、拥抱健康的新起点，也为推动“健
康荆州”建设贡献了坚实的专业力量。

荆州三医多学科助力“科学减重”

本报讯（通讯员李启凤）为落实省市
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要
求，切实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职责，监
利市朱河镇卫生院组建了24个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团队。该团队将签约与健康管
理紧密结合，除了与村民线上签约，还提
供体检、筛查（血压、血糖检测）、确诊与
健康指导全流程服务。

烈日下，医务人员在朱河镇花园村
为一名肾衰竭患者服务时，发现其手臂
上新植入的瘘管血流异常，立即将情况

反馈至医院肾内科，并协助安排进一步
检查。患者感慨道：“多亏家庭医生及
时发现瘘管问题，否则会影响我的透析
治疗。家庭医生，值得信赖！”这份用汗
水浇灌出的信任，正成为乡村健康事业
最坚实的基石。

酷暑虽烈，却无法阻挡白衣使者守
护群众健康的脚步。朱河镇卫生院负
责人带领家医团队——公卫医生、专科
医生、村医，书写着“健康守门人”的责
任与担当。

监利市朱河镇卫生院：

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关注脊柱侧弯，让孩子挺直腰杆
健康科普

在医学上，当患者站立位全脊柱X
光片显示脊柱侧方弯曲角度大于10度
时，即可确诊为脊柱侧弯。这种畸形不
仅包括脊柱的侧向弯曲，还伴随椎体旋
转和生理曲度改变，形成“C”形或“S”
形脊柱曲线，导致躯干双侧不对称。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若不及时
干预，短期内可能导致含胸驼背、高低
肩、骨盆倾斜，诱发自卑心理；长期来
看，如果脊柱严重畸形可能压迫心肺，
甚至引发呼吸衰竭。那么，我们如何早
期判断孩子是否存在脊柱侧弯呢？以
下分级观察法是经临床验证有效的早
期筛查手段。

双肩不等高：一侧肩膀明显高于另
一侧；

肩胛骨不对称：一侧肩胛骨突出或
位置偏高（需触摸确认）；

骨盆倾斜：腰部曲线不对称，皮带

或裤腰线歪斜；
躯干偏移：身体整体向一侧倾斜；
头颈位置异常：头部不在骨盆正中

线上，耳朵高度不一致。
当发现以上情况时，我们可以进一

步进行Adams前屈试验，这是脊柱侧
弯的国际金标准筛查法。具体做法是：
让孩子背向检查者站立，双腿伸直并
拢，双手掌心相对自然下垂，然后缓慢
向前弯腰至背部与地面平行，检查者从
后方视线与背部齐平观察。

可以进行矫正治疗吗？
目前，国际公认的脊柱侧弯治疗方

法有三种。
门诊随诊——
如果孩子脊柱侧方弯曲角度小于

20度，应每3~6个月至门诊复诊一次，
同时辅以功能锻炼，如游泳、慢跑等。

门诊随诊并非不治疗，而是因青少
年在青春期生长发育较快，需要严密观

察病情变化，随时调整治疗计划。
支具治疗——
如果孩子脊柱侧方弯曲角度大于

20度或每年进展大于5度，应行支具治
疗。支具治疗是目前非手术中唯一被
证明有效的方法。但支具治疗强调正
规治疗，因为错误的治疗不但不能阻止
或延缓脊柱侧弯的进展，反而有可能导
致其进一步加重。

支具治疗的目的是阻止或延缓脊
柱侧弯的进展，而对于那些最终仍然需
要手术治疗的孩子，支具治疗的作用在
于推迟手术时间，使其在手术前获得足
够的生长发育。

手术治疗——
如果孩子脊柱侧方弯曲角度大于

40度或大于45度时，建议在医生的科
学评估下，进行手术治疗。手术的主要
目的在于矫正畸形，恢复躯干稳定平
衡。但是手术治疗具有一定风险，要选
择正规医疗机构的专业医师。

早期预防不走“弯路”
让孩子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助

于预防脊柱侧弯。
首先，注意日常姿势，坐着的时候

保持腰背挺直、双脚平放，站立时重心
均匀，睡觉时避免趴睡，侧卧时双腿间
夹一个枕头。

其次，选择合适的运动，如游泳（蛙
泳）、核心力量训练，避免单侧运动或剧
烈碰撞运动。

最后，书包重量应小于等于体重的
10%，使用双肩包，避免单侧负重。

脊柱侧弯就像小树苗长歪，越早
干预效果越好。通过早期筛查和规范
治疗，绝大多数孩子能得以良好矫
正。建议青春期的孩子每年做一次脊
柱全长 X 光检查（辐射量≈拍 2 张胸
片），抓住黄金干预期，选择正规医疗
机构就诊。

（来源：健康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