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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故事

□ 通讯员 饶国生 杜艳芬

近年来，巍山县卫生健康党工委
强化组织引领，以“党建+”为笔，有
效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深入推进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精心描绘卫生健
康事业新画卷，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水
平和群众就医满意度“双提升”。

强基固本，筑牢卫健党建“压舱
石”。将党建责任细化为清单，构建
起主要领导牵头、分管领导主抓、班
子成员“一岗双责”、党支部落实的
四级责任体系。通过“双带头人”培
育工程，让临床医技科室党支部书
记均由业务骨干担任，把党组织的

“神经末梢”打造得更加坚实有力。
在思想建设上，通过集中学习、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主题党日学习等
多种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党
员干部心中，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铸魂赋能，点燃卫健发展“新引
擎”。始终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来抓，以“集中+个人”

“线上+线下”“学习+研讨”相结合的
学习模式，让党纪学习教育既有“广
度”又有“深度”。同时，通过邀请县
纪委监委宣讲团专题辅导、开展专题
读书班、专题学习、纪律党课、警示教
育、党务知识竞赛等方式，让党纪知
识入脑入心入行，为全县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廉洁从业，擦亮卫健形象“廉底
色”。持续深化“清廉卫生健康”建

设，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
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建立党组成员
工作包保挂联机制，形成“一把手”
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各机构负
责人直接抓的四级责任人工作格
局，多种渠道广泛宣传整治工作，鼓
励群众参与监督；同时，通过打造县
人民医院为“清廉医院”示范点，推
行“廉政行政双查房”，将廉政风险
防控融入日常医疗工作，拓宽投诉
举报途径，落实“一站式”投诉服务，
让患者满意度和信任度大幅提升，
各医疗卫生机构投诉同比下降，擦
亮了卫生健康系统“廉底色”。

融合创新，奏响党建业务“协奏
曲”。积极探索“党建+共建”“党
建+人才”“党建+基层服务能力提

升”模式，推动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以“先进”党
组织与“中间”“后进”党组织进行结
对共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以招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校园招
聘、招聘大学生乡村医生、培养订单
定向免费医学生、县域医共体内人
才柔性流动等措施，切实提升基层
医疗服务水平；全面统筹县、乡、村
三级医疗资源，深入推进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实现资源共享、信息
互通、结果互认、远程会诊，推行“先
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一次挂
号管三天”等惠民服务，让群众看病
就医更加便捷、舒心。2024 年，全县
共开展义诊活动 40 余场次，服务群
众达 8000 余人次。

□ 通讯员 张镔 白乘仲 刘莹

近年来，宾川县秉持“传承精华、守
正创新”理念，推动中医药事业蓬勃发
展，在传承、人才培养、创新实践等方面
成果显著，为宾川县中医药事业发展筑
牢根基。

走进金牛二小报告厅，一场精彩有
趣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正在进行，
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医药文化的
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通过彭医生的讲解我明白了人身
上的很多穴位以及它们的作用，中医作
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把它发
扬光大。”金牛二小六一班学生李彝心
这样说道。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只是宾川
县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宾川县不断加强中医人才培养
工作，以李伯藩为代表的名老中医发挥

“传帮带”作用，通过师承方式，将临床
经验、诊疗技术和用药心得传授给年轻
中医。目前，李伯藩的 100多名传承徒
弟已成长为业务骨干，同时，作为大理
州唯一中医住培基地，宾川县中医医院
还培养了众多优秀中医人才，为中医药
事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宾川县中医医院名誉院长李伯藩
说：“我把医疗技术传授给年轻人，让他
们在基层继续钻研创新，在我的基础
上更上一层楼，希望中医药文化在宾川
代代相传。”

跟师李伯藩四年多的桂佳佳，现在

是宾川县中医医院中医内科的一名主
治医师，她说：“向师傅学习就是要学习
他身上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他一
直跟我们说‘医无术不行，术无德不久’。
中医除了要有自信以外，还要学会传
承、创新。”

在诊疗过程中，宾川县中医医院
以中医治疗为主，在中医药治疗癌肿
方面成效显著。2024 年，医院日均中
药调剂超 2500 付，出院患者中医非药
物治疗占比达 92.26%。针灸、推拿等
非药物疗法在康复理疗、慢性病调理
中深受欢迎。

宾川县中医医院还积极创新发展，
今年，成功举办了宾川县首届“千年中
医韵·元宵共传承”中医药文化夜市，将
中医药文化与传统节日、现代生活相融

合。活动现场设多个区域，包括名中医
坐诊、特色治疗体验、制药展示、产品展
示、文创展示、趣味活动等，让群众感受
中医药魅力，传播“治未病”理念，为中
医药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新活力。

宾川县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中医
氛围浓厚，孕育出如李伯藩等深受爱戴
的名中医。“李氏中医世家医术”成功获
批宾川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有力推动了全县中医药的传承发
展工作。

宾川县中医医院党总支专职副书
记刘晓波介绍：“医院秉持‘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理念，取得了一定成效，我
们将持续加大发展力度，提升服务水
平造福群众，为健康宾川建设贡献更大
力量。”

在弥渡县横沟河治理工程红岩段施工现场，挖掘机在进行堤防基础开挖作业，
工人们紧锣密鼓地推进施工进度。（摄于3月6日）

近年来，红岩镇以河湖治理为切入点，积极谋划和争取水利项目，投资约2433万
元实施横沟河治理工程项目，建设护坡、护岸11.96千米，防洪治理6.8千米。项目建
成后，将承担1.05万亩耕地（永久基本农田0.66万亩）灌溉任务和河道两岸防洪安全，
惠及流域内2.27万人，促进农业增产、群众增收，也将进一步畅通红岩镇河网水系，
有利于持续打造生态宜居的水环境，让乡村因水而美，因水而兴。

［通讯员 周艳发 摄］

洱源县茈碧湖镇大庄村田里长势喜人的包菜。（摄于3月16日）
近年来，洱源县围绕农民增收致富，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立足优势，因地制宜，大

力发展特色蔬菜产业，让群众在产业发展中干劲足、有钱挣、能致富。
［通讯员 施新弟 摄］

宾川县——

扎实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

巍山县卫生健康党工委——

以“党建+”绘就卫生健康事业新画卷

巍山县医共体总院中药人才通过县域医共体内人才柔性流动措施到基层卫生帮扶。（资料图片） ［通讯员 饶国生 摄］

在大理的北部，有一座名叫剑川的
古城。它的名字里藏着锋芒，而城里，
却尽是柔软时光，让人在交错的岁月
里，找到一种静谧的归属。

据《肇域志·云南志》等史料记载，
“剑川，境内有天然湖泊，湖尾河古称剑
川（剑，河尾水势急如剑，因名），县以河
名。”公元 1271年，剑川设县，为剑川最
早设县的时间。

剑川地处南方丝绸之路和滇藏茶
马古道主干线上，山川在这里交汇，文
化在这里交融，仿佛天地间的笔墨，勾
勒出一幅古老的画卷。而这座城，便是
画卷中最温柔的一笔。

剑阳楼是剑川的代表性建筑，目前
这里是国家方志馆南方丝绸之路分
馆。如果说大理是喜马拉雅世界屋脊
的屋檐，剑川就处在屋脊和屋檐的交界
地带，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带来了文化的
交融。剑阳楼就是剑川木雕、石雕和文
化凝聚的象征。

剑川古城的格局，像一盘古老的棋
局，纵横交错。从南门到北门，是茶马

古道留下的商旅驿站，如今依然是热闹
的商业街区。石板路上，仿佛还能听到
马帮的铃声，带着岁月的回响。

从东边的文照街到西门口，则是文
化名人街区。西门街的青石板路，泛着
温润的光，自古城建成以来，便按照士
大夫的等级观念，正中的青石板路，只
许读书出仕之人行走，其余之人只能靠
两边行走，体现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
书高”的儒家思想。

剑川是文献名邦，这里尊儒重教，有
很多文化名人，赵藩就是其中的代表，他
的武侯祠攻心联、大观楼长联传颂至今，
他的治学态度也在这里得到传扬。

景风公园古建筑群古朴宁静，这里
曾是供奉乡贤牌位之所，也是文庙所在
之地，这里象征着剑川千年文脉的传承。

在这座 600 多年的古城里，时光仿
佛停滞了。明代院落20多院，清代院落
140 多院，静静地伫立在街巷深处。那
些“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宅院，
像一位位沉默的老者，守护着古城的记
忆。

文墨古城——剑川
□ 曾丽霞 史漾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