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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瑜本报记者丁明海

为有效推进达州市开江县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创
建工作，进一步促进开江县中医
药高质量发展，近日，四川省中医
药发展促进会专家郑和平一行，
到开江县进行“全国基层中医药
工作示范县”创建指导。

专家组一行先后调研了开江
县人民医院、开江县中医院、甘棠
镇卫生院、讲治镇卫生院的中医
药服务情况。通过查看资料、实
地检查、听取汇报等方式，详细了
解开江县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药
基础设施建设、中医药人才队伍
培养、中医重点学科发展、中医药
服务能力、中医药信息报送等情
况，并对开江县创建工作进行了
针对性指导。

在开江县卫健局召开的创建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指导
工作反馈会上，专家组对开江县

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前期准备工作
给予肯定，希望开江县以创建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为契
机，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提升城
乡中医药服务能力，继续加强中
医药适宜技术推广。同时，专家组
就开江县创建工作提出四点建
议。一是要不断提高认识，强化责
任担当，各医疗机构要充分认识
创建工作对开江县的重要意义，
切实增强创建工作的责任感。二
是要深化考核制度，把准评审标
准，对照建设标准、评审细则，精
细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举措，
逐条逐项推进。三是要继续发挥
县中医院龙头作用，加强与基层
医疗机构的统筹管理和中医技术
指导。四是持续加强培训指导力
度，提升创建基础，各医疗机构要
规范收集整理资料，完善工作台
账，全力以赴推动创建工作。

日前，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发布《关于对 2022年度落实有
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
显地方予以督查激励的通报》。其
中，“推动中医药综合改革成效明
显的地方”，达州市赫然在列。

近年来，达州市紧紧围绕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根本任
务，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强化中
医药产业培育、持续提升中医药
服务能力、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
以中医药内涵发展赋能全国基层
中医药工作示范市创建，为推动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大“药”效。

乡“药”达州
中医药产业发展积厚成势

为加强对秦巴道地中药材的
品种保护，达州市正积极推进中药
材地方立法。《达州市野生药用植
物保护与利用条例》已纳入市人大
常委会立法规划（调研类），目前已
完成可行性研究报告和条例草案，
为推进当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构
筑起一道坚实的制度屏障。

达州强化中医药科研提质赋
能，新建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创新
与利用重点实验室、渠县白芍中
药饮片研发重点实验室、天麻“两
菌一种”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市级科研平台。推进科研成果

转化，新增中药制剂备案品种 3
个，乌梅降糖颗粒、乌梅日化用品
等进入中试阶段。

为提高产业发展的“药”效，
达州市持续优化中医药产业结
构。加快万达开中优质道地中药
材产业示范带建设，大力发展木
香、天麻等品种，推进融合发展，
提升区域品牌发展质量。

对“症”施治
为中医药服务“强身健体”

2023年伊始，达州市推进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创建工作
全面加速，通川区、达川区、宣汉
县和大竹县率先申报全国基层中
医药工作示范县评审。

今年以来，达州市加快市级
中医医疗质控体系建设，出台的
《中医体质辨识管理与服务规范》
获批达州市地方标准，并新建了
中医医院感染管理质控中心。大
力推进县级中医医院提能建设，
大竹县中医院、达川区中医院纳
入“两专科一中心”、通川区中医
院纳入“县级中医医院服务能
力”、大竹县庙坝中心卫生院纳入
“县域中医医疗次中心”建设加强
重点专（学）科建设。万源市中医
院、开江县中医院顺利接受二级
甲等中医医院周期性评审。

王永明

□本报记者蒋永飞文 /图

为争创达州市食品安全示
范单位，有效杜绝食品安全事
故，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安
全，增强食品安全意识，近日，万
源市古东关街道联合市食安办、
市市场监管局、市公安局派出
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庙沟河
社区王家院子开展了以坝坝宴
食品中毒为背景的食品安全应
急演练活动。

本次活动，现场 100余人参
与，分为事故处置、医疗救护、食
品检测、综合协调等 7个工作组，
全程实地实景演练，按照应急预
案分工合作，有条不紊地组织送
医、警戒撤离等工作。市管所对食
品原料、菜谱、冷藏柜等物品进行
现场采样，公安局对厨师和从业

人员进行调查取证，街道办和社
区工作人员稳控现场秩序，处理
善后事宜，确保一比一模拟还原
农村坝坝宴真实场景，确保演练
取得实效。

本次活动旨在提高辖区群众
食品安全意识，增强突发事件应
对处置能力，构筑食品安全屏障，
让广大群众有效区分食材来源和
成分，特别是对食用菌的正确烹
饪方法，避免食物中毒。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
品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事关社
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通
过食品安全事故（IV 级）应急处
置演练，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群众
的食品安全意识和防范食品安全
风险的能力。

总捐赠 72万元 余苍协作再携手

近日，余杭·苍溪东西部协作工
作交流会在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召
开，苍溪县委副书记王小佳，余杭区
发改局副局长、二级调研员杨春龙
出席会议并讲话。

交流会上，与会人员共同观看
了余苍东西部协作工作专题片；苍
溪县汇报了东西部协作有关情况。
随后，现场还举行了余苍两地村村

结对仪式和村企结对暨捐赠仪式，
总捐赠金额达 72 万元，其中，50
万元用于苍溪县第三人民医院建
设，10 万元用于陵江镇笋子沟村
建设，12 万元用于解决资金运转
难题。现场，还为捐赠企业授感谢
牌。

王小佳表示，结对帮扶是东
西部协作的重要形式，苍溪将深

入推进，把协议落实好、把资金使
用好、把关系维系好，在结对过程
中，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
振奋精神，做到走出去、请进来，
主动向好的学、同强的比、跟快的
赛，奋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干出成效。

杨春龙表示，志合越山海、携手
共奋进，希望余苍两地能进一步加

强联系、加强交流，不断促进优势互
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把东西部
协作工作做得更好更实，续写东西
部协作新篇章。

会后，大家还前往梨仙湖南商
业广场、江南中学、县政务服务中心
等地，参观考察杭广东西部协作数
字产业园建设、余杭楼规划使用、数
字化转型项目等工作。

□邓坚徐竞瑜本报记者魏彪

达州推动中医药综合改革
成效明显

万源市古东关街道：
食品安全无小事 应急演练强预防

彰显城市内涵 打造生态名片
2023第六届芙蓉国际研讨会在成都举办

四川省中医药发展促进会专家
到开江县指导工作

□曾妮张永琪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眼下，德
阳市旌阳区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
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收割、转运、
烘干存储，全程机械化操作，争取
以最快时间完成秋粮收储，确保颗
粒归仓。

近日，在天元街道白江村水稻
种植区，稻田里一片金黄，一串串
饱满的稻穗迎风摇曳。

稻田里几台收割机来回穿梭，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声，水稻被快速
卷起送入机器，稻穗脱粒，秸秆粉

碎还田。一粒粒金黄饱满的稻谷被
早已等候在旁的三轮车转运回仓。
看着一台台三轮车往返转运，村民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今年我种了五亩田，比去年

产量增长了 1000多斤，收入也增

加了，我非常开心。”村民敬红秀
说。

据了解，今年白江村种植水稻
5600余亩，产量达 3500余吨，比
去年增长 15%。

天元街道白江村党委副书记
陈浩表示，近年来，在天元街道的
大力支持和引导下，白江村利用农
民专业合作社，对田间进行更加规
模化、规范化的“耕种防收”服务，
有效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

位于孝泉镇的德阳市农鲤众
鑫种植专业合作社也迎来了水稻
丰收季。在五会村 4组，一台台收
割机正在稻田里开足马力快速作
业，切割、脱粒、转运……全程机械
化，各个环节衔接得行云流水，成
为秋天里一道美丽的“丰”景线。
“今年每亩水稻的产量比以前

要高 8%左右，价格也比去年每吨
要高 200多元，今年我们种植水稻
的收益比往年要高出 10%，是我
们种植水稻产量和收益最好的一
年了。”种植户杨兵说。

旌阳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
站站长郭勇表示，今年，旌阳区大
春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达 34.85 万
亩，预计总产达 18.52万吨。下一
步，旌阳区将加强粮食生产技术、
病虫害防控、防灾减灾等关键技术
措施的推广应用和农资市场监管
检查，为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提供
技术支撑和法治保障，为全区全年
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持续提升
“天府粮仓”的品牌影响力。

德阳市旌阳区：
全程机械化 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记者赵蝶文 /图

金秋十月，成都的每个
角落都弥漫着芙蓉花的醉
人香气。在这个充满生机的
季节，近日，2023第六届芙
蓉国际研讨会在成都举办。

今年研讨会的主题为
“芙蓉花开 万千气象”，旨
在进一步提升芙蓉的关注
度、知名度和影响力。在会
上，11 位专家围绕木芙蓉
为主的锦葵科植物遗传与
育种、木槿属植物分子水平
及生态学研究、木槿属植物
资源开发及利用、乡土植物
与城市园林景观建设等主
题，展开了一场干货满满的
交流分享。

据介绍，芙蓉花在成都
已有 2000 多年的栽培历
史，成为了成都的象征。近
年来，为了讲好公园城市生
态故事和文化故事，成都出
台了《“擦亮蓉城名片打造
芙蓉文化产业”工作推进方
案》，编制《市花芙蓉专项规
划方案及导则》，自 2018年
起每年举办“天府芙蓉花
节”和“芙蓉国际研讨会”，
将芙蓉这一幸福文化的象
征符号打造成能够为蓉城
人民、全国人民、世界人民
带来“福荣”“福报”的载体，
成为人们争相分享的祈福
的美好信物，用芙蓉文化的

力量彰显成都的城市内涵。
今年是成都市植物园

建园 40周年，也是成都市
植物园持续开展芙蓉及植
物资源收集保育、研究开发
应用的第 40个年头。目前，
成都市植物园的木芙蓉资
源保有量居世界第一，并成
功申报木芙蓉国家花卉种
质资源库；自主培育芙蓉新
品种近 40个，其中 7个获
国家新品种授权，2个获得
四川省林木良种证；2022
年-2023年，芙蓉开启太空
育种新尝试，芙蓉种子分别
搭载神舟十四号、十五号、
十六号飞船进入太空进行
诱变育种，前两批返航归来
的芙蓉种子已于今年 9 月
陆续开花，更多的芙蓉新品
种正在孕育中；同时，木芙
蓉首个参考基因组公布，为
芙蓉的科学研究以及种质
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分子基
础。

这次研讨会的成功召
开，将推动植物科研成果
转化和木芙蓉产业发展，
助力成都国家植物园的高
质量建设，在新时代大笔
绘就“花重锦官”的“美丽
宜居公园城市”画卷，向世
界递出更加惊艳的蓉城生
态名片。

为持续营造关于“蓉城”的公园城市
幸福美好生活场景，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近日，2023天府芙蓉花节暨成都市花命
名 40周年主题活动举行。

活动中，主办方正式宣布，2024成都
世园会会花确定为“芙蓉花”。本届花节为
期一个月，将持续至 11月 19日，其赏花总
面积总计达 12万平方米，展示鲜花 45万
盆，在全城设置 40个赏花点位。除主会场
天府芙蓉园外，市民在成都市植物园等地，
以及绿道节点和城市景观均可欣赏到芙蓉
花。成都植物园是芙蓉研究的主阵地，是我

国乃至世界上芙蓉品种资源最多的地方之
一，也是成都市民赏蓉的绝佳去处。园里四
季花开不断，而在这个季节，芙蓉花是绝对
的主角，这里的芙蓉花累计开花时间从 6
月一直到 11月，横跨半年之久。

本届花节将举办“2023芙蓉国际研
讨会”“芙蓉 IN PARK———公园潮玩派
对”“插花拾趣 芙蓉花语———芙蓉花语沙
龙”“芙蓉潮乐·公园生活共享音乐会”
“公园城市最美乡村（金芙蓉杯）”环境设
计大赛作品展览及成都青少年软式曲棍
球赛等 20余场特色活动。

相关新闻

芙蓉四十载 全城共绽放
2023天府芙蓉花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