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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李铁瑞
本报记者 朱云峰 姚建平

深冬时节，许多农民忙完农
活大多有“猫冬”的习惯，而在泰
来县平洋镇太平村扶贫车间里，
工人们正在自己的工位上编织着
汽车坐垫，生产格外繁忙。扶贫
车间带头人栾翠艳，正在给员工
刘春莉做技术示范。

身患残疾却手巧能吃苦
“我是内蒙古阿荣旗人，11

岁时因伤致残，影响骨骼发育，
所以身高只有 140厘米。2002年
嫁给泰来县患小儿麻痹症的丈
夫齐志平，现在是泰来县平洋镇
太平村扶贫车间主任。车间主
要进行汽车坐垫编织工作，车间
分布在大白家屯与新力新村两
个场地，共有员工 32 人，其中贫
困户6人……”1985年出生的栾翠
艳现在已是 16岁女孩的母亲，她

用平和的语气说起自己的经历。
栾翠艳说，由于身体残疾，这

些年没少吃苦，在从事汽车编织
坐垫前，夫妻俩捡过废品、摆过小
摊、卖过鱼，几乎能做的营生都尝
试过，但是由于没有专业技能又
身有残疾，收入并不稳定。

“小艳能吃苦，手也很巧。
2018年末，泰来县残联组织学习汽
车坐垫编织技术，她用8天就学会
了，编织得又快又好，很多人都找
她学，2019年春天报名扶贫车间主
任被选上了。”同在车间工作的丈
夫齐志平说起栾翠艳的学艺之路
很是钦佩。“车间分布在大白家屯
与新力新村两个场地，相距 5 公
里。她腿有残疾做过手术，要走一
个半小时才能走到，还伴着疼痛。
后来我心疼得受不了，凑钱买了台
电动三轮车方便她去车间。”

带动一个村32人就业
在扶贫车间员工眼中，栾翠

艳并不是一个残疾柔弱的小女
子，而是既能当师傅做指导，又
能不计得失以身作则的大主
任。在她和车间员工共同努力
下，太平村扶贫车间交货的编织
坐垫在第三次送货时就成为公
司免检产品，到目前为止她们车
间编织的汽车坐垫没有一套返
工、退货。

“栾翠艳十分要强，每次到
镇里、企业领编织任务，她都毫
不示弱。有一次东北林业大学
与瑞王公司签了汽车坐垫订单，
全县的扶贫车间都进入紧张的
工作状态。为了完成订单，她带
领我们车间的姐妹们连续 15 天
加班加点，最后超额完成任务，
整个人都累瘦了。”扶贫车间员
工潘淑艳介绍起栾翠艳的工作
情况，“去年在泰来县举办东林
杯汽车坐垫编织大赛，她带领扶
贫车间姐妹们与各乡镇众多编
织时间长、编织技艺精的好手过

招，姐妹中有两人得奖，这都是
栾姐姐教出来的。”

“栾翠艳是我们镇具有代表
性的残疾人创业者，她带动了一
个村32人就业，从开始不愿学，到
主动学艺，抢着干活，村民积极性
被调动起来了，这就是榜样的力
量。编织一套靠背坐垫一天收入
50元左右，但在农村足以支撑一
个家庭的柴米油盐消费，而且不
出村干活也免去奔波之苦。”泰来
县平洋镇人大副主席黄剑对栾翠
艳很是赞许。

网上直播销售坐垫
太平村党支部书记赵性男

向记者介绍，去年受疫情影响，
栾翠艳开始学着在网上直播卖
编织坐垫，在快手注册了“编织
宝贝”账号，一年卖出十几套。
镇里为保证鳏寡孤独等弱势群
体有良好的居住环境，成立了互
助服务队。栾翠艳主动报名参

加互助服务队，不辞辛苦照顾 3
户老人生活。

对于取得的成绩，栾翠艳很
谦逊，她说：“感谢帮助过我的许
多人，社会没有歧视抛弃残障家
庭，为我提供了工作平台，我要
跟着乡亲们继续干下去，把这份
工作做好做扎实，把扶贫车间变
成幸福车间。我对现在的生活
很满足，当车间主任每个月挣
1000元，编织坐垫挣 600多元，每
月在快手上直播卖汽车坐垫能
挣 400 元，丈夫也在扶贫车间务
工，有时也收废品，还在自家小
园里种植南瓜，县里订单收购不
愁销路。”

谈起未来发展，栾翠艳坚定
地说：“每个奋斗者都需要有一
股精气神，勇敢战胜怯懦，进取
战胜安逸，帮扶我的许多人给了
我满满的能量，我也将把这份光
热发散给更多乡亲，大家一起干
事，一起过好日子。”

栾翠艳 把扶贫车间变成幸福车间

下班后栾翠艳还在研究编织坐垫手艺。

□文/摄 于洋 霍永祥 本报记者 刘柏森

“排队小半天，看病几分钟；大病切一刀，小病给开药……”这是一些患者到大医院就医时的切身感受。
到肇东市人民医院就医患者的感受却有些不同：办理挂号、缴费、出入院等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医护人员提供高

质量的服务；一些术后病人可以在医院进行科学的康复，慢性病患者能得到合理化的建议……这些变化，得益于该
院几年来的信息化建设。

“2020年12月14日，我院被省卫生
健康委批准为三级医院了。”肇东市人
民医院院长李吉顺自豪地说。作为三
级医院，意味着该院已成为一家跨地
区、省、市以及向全国范围提供医疗卫
生服务的医院，成为一个覆盖全生命周
期的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医疗、
预防及健康管理中心。

2016年6月25日，肇东市人民医院
迁到了位于肇东市南部的新建大楼里，
各种硬件是新的，而作为软件的医疗信
息化系统如何装配？是在旧有信息化
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完善，还是重新打造
一个功能更新、扩展更易的信息化系
统？在经过多方比较和权衡后，院管理
层决定新上一套以“电子病历为核心”
的信息化系统。

2017年4月20日，肇东市人民医院
全新的信息化系统正式全面上线。新
系统有电子病历、收费、检验和影像 4
个子系统，包含 40余个模块分别对应
不同的应用场景。新系统打破了集成
化的旧系统各自独立、互不兼容的信息
孤岛状态，让信息飞速地流动起来。

基于这套系统，该院实现了“智慧
管理”。医院管理层可以用手机或电脑
远程随时查看诸如手术例数、门诊量、
病房收入等十余项数据，从而掌握全院
的运行状况，并即时做出反应。

基于这套系统，医院实现了“智慧
医疗”。医生可以用手机或电脑调阅病
人的电子病历、影像资料和检验报告等
内容，并与以往资料进行比对较验，从
而更精准地对疾病做出诊断和给出治
疗方案。

也基于这套系统，实现了“智慧服
务”。就诊患者可以通过医院官网、医
院微信公众号和电话等多种形式进行
预约挂号和办理电子就诊卡。检验检
查报告等信息会被推送到患者手机上，
如果报告中有危急值还会同时向医生
和门诊部工作人员发送提醒消息。患
者可以通过手机端办理入院手续，还可
以使用医院APP、微信、支付宝等实现

“一键付费”。

其实，信息化带来的不只是“看病不求
人”“付费更便捷”等明显的效果，更重要的
是让医院的诊疗水平有了巨大提升。

坐在办公桌前，妇产科医生刘延辉打
开了安装在自己手机上的信息化平台医生
端，点击查阅了新收到的患者刘丽丽各项
检查报告。报告显示，患者各项检查指标
均很正常，几天后就可以出院了。

而且，信息化让医生对疾病的诊断、治
疗更加精准和安全。该院利用信息化手段
整合全院各医疗系统的数据，实现了智能
诊疗提醒，人工智能辅助决策。当诊断、病
历、用药、检验、检查出现冲突时，该系统能
够实时提醒医生，并通过植入医学知识库
和建立起决策模型，辅助医生做出较为正
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从而减少医疗差错，
保障医疗安全。

信息化还让跨科室、跨医院组织专
家会诊疑难病症变得异常方便。在会
诊平台上自动组建个群，共享病人的
病历、检查检验报告等各项信息，专
家们便可以一起对疾病做出综合的
判断并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案。

信息化不仅提升了医生的工
作效率和诊疗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护理人员的服务质量。在信息化
建设的推动下，该院于 2018年 4月
在全省医院中率先装备投用了物流
轨道系统。该系统有一个轨道网络
和16辆物流小车、1辆清洁小车。轨
道网络共有 18 个站点，分别设在静
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检验科及住院
部各科室护士站等处。物流小车既可
以运送药品，也可以运送血、尿、便、痰等
检验样品。

以往，每天早上，各科室的值班护士是
非常忙碌的，她们要到药房取药、回到科室
配药，然后到各病房给患者注射，点完后再
把空瓶、针管收集回来送往医疗垃圾收放
点。现在，静脉集中配液中心和物流轨道
系统结合，把护士从药品和垃圾的运送中
解放出来，真正做到了“把时间留给护士、
把护士还给患者”。

本报讯 （姜国维 记者刘
莉）15日，哈尔滨市香坊区教育
局开出寒假以来，第一张因违反
疫情防控政策要求、违法违规擅
自开展线下培训的《教育行政处
罚决定书》，对机构作出“责令停
止办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限
五倍罚款，合计2.7万元”行政处
罚。

1月 8日下午，按照上级转
办和群众举报线索，哈尔滨市
香坊区教育局、区检察院、区公
安分局、区城管执法局、区市场
局、新香坊街道办事处选派 14
名干部组成“0108 工作专班”，
对香坊区永泰城“博×特教育”
进行了联合执法检查，现场发
现有 3名教师对 12名学生进行
线下培训。经查，该机构未取
得办学许可证，违反疫情防控
政策要求，违法违规擅自开展
线下培训。哈尔滨市教育局高

度重视，于11日成立了“0111专
案组”，深入香坊区教育局现场
指挥调查处置工作。市区两级
专班规范履行了行政处罚流
程，依据违法行为人陈述、证言
证词、现场视频等证据，依法依
规做出了“责令停止违法违规
办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限
五倍罚款合计 2.7万元”的教育
行政处罚，当日送达了《教育行
政处罚告知书》，申辩、听证期
满后，于15日送达《教育行政处
罚决定书》。

据悉，哈尔滨市将先在主城
区建立查处校外培训机构整治
工作联动机制，待经验成熟后，
将教育跨区域联合行政执法向
全市延伸，形成合力，加大检查
处罚力度，最大限度避免人员聚
集培训，切实维护广大群众尤其
是中小学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

5倍罚款！
哈尔滨开出寒假补课首张罚单

肇东市人民医院获批准为三级医院

医疗“智慧化”
一个县市级医院的升级探索之路

设在肇东市人民医院一楼的慢性病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周长生
和几名医生正在接待前来咨询、开药的慢性病患者。

该慢性病管理服务中心于 2020年初设立，旨在为区域内的慢性病患
者提供更专业的指导和服务。它的设立也是该院从区域疾病诊断治疗中心向

区域卫生与健康管理中心、从智慧医院向互联网医院转变的积极探索。
周长生告诉记者，目前，中心还处在筹备阶段，正在申请对接医疗保险报销系

统，也正在对全市的慢性病患者建立集中归档。不久的将来，肇东市的慢性病患者就
可以到中心来一站完成咨询、检查、诊断和开药。中心还将有针对性地对这些患者提
供从用药到饮食再到运动等各方面的建议，目的是让他们疾病症状减轻或消失、慢病不
发展成大病。

医院副院长刘松涛介绍说，从去年年初，医院开始建设互联网医院，主要采取“医院
主导、乡村共建、区域联动、服务全程”的建设模式，利用“互联网+医疗健康”的运营和服
务模式，建起全市医疗信息整合平台，将市、乡、村三级医疗机构之间的业务流程进行整
合，医疗信息和资源可以共享和交换，从而大幅提升医疗资源的合理化分配，真正做到
以病人为中心。

前不久，肇东市人民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已经上线，特别是基于互联网医院的处
方流转平台的“搭建”，为常见病、慢性病复诊患者提供了复诊续方、送药上门等便
利服务。在疫情防控期间，互联网医院大大降低了患者到院就诊接触、感染的
机会。

“其实，互联网医院不只提供线上咨询、诊断和开药等服务，能做的
事情还很多，比如区域高频发疾病的预防、保健，再比如术后病人的

康复治疗。从智慧医院发展到互联网医院从信息化的角度来
讲容易，增加些模块就可以了；难的是建立起调动医护人

员利用互联网医院为居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积
极性的体制机制。我们医院正在进行

探索。”刘松涛说。

预防预后双向拓展

智慧医院已然成形

诊疗水平更上层楼

←患者
用手机自助
挂号。

←医生在手机
端查看住院病人检
查结果。

↑病人
用手机缴纳
各项诊疗费
用。

护士从物流小车里取拿药品。

（上接第一版）由于车辆稀
少，每天大多的时间，或是在冷
飕飕的卡口边上小棚子里躲躲
风雪，或是在卡口红线的那一侧
踱步。

43岁的村医赵成家里 5口
人，父母有重病，妻子是教师。

“2020 年春节的农历大年初二
就开始在村头卡口当志愿者值
守，半年多，现在，又回到这儿
了。”赵成的语气安静平和。在
卡口执勤时间长了，大家都有默
契，看着不让过，转身就走，纠缠
的很少，疫情管控都是为了大家
好。

16日 10时 36分，望奎弘鑫
宾馆（密接人员隔离宾馆），隔
离人员正在等待第二次核酸检
测，张沐天正在为隔离人员搬运
物资。

16 日下午，望奎嘉汇宾馆
集中隔离点内，一众工作人员正
在处理垃圾。“那是孔祥楠，2020
年初的疫情期间就在这个隔离
点工作了，才 21岁。还有王艳
泽和张梓宁，都才 23岁。”望奎
县卫健局的张宇也在这个隔离
点工作过，“隔离服太厚，有时也
累，话就少。”

16日 14时 14分，望奎鑫悦
宾馆（密接人员隔离宾馆），隔
离人员于 16 日咽拭子采样完
毕后，齐鑫磊在宾馆进行仔细

消毒。
他的老家在伊春五营，1月

10日是他来到望奎法院报到的
第二天。

17 日 9 时 49 分，天空雪花
飞舞，望奎县龙腾志愿服务队门
前。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
接送出行不便的病人，比如需要
透析的，还会在核酸检测采样时
帮着维护秩序。”刘国林，当地龙
腾志愿服务队队员，“我爱人也
在一线，叫崔剑英，她是望奎东
郊乡卫生院的医生，她现在正忙
着。”

17日 13时许的望奎，雪后
初晴，城南门 60岁的老李正在
安静地清扫着雪后的街道，

“就是来疫情了，我们也不休
息。如果不下雪每天是 8个小
时，如果下雪，就得多干会儿
了。”

17日 13时 30分，望奎嘉汇
宾馆集中隔离点的工作人员按
处置规程，安静地进行着隔离
垃圾的处理和自身的消毒处
理。

在望奎，每个人都在默默工
作着，或许疲惫，或许困倦，但这
个小城里的他们都像一滴水珠，
融为一体，互相温暖支撑着彼
此，在冬日的冰面下努力向前，
等待春日阳光打透冰层的那一
天。

望奎72小时：无声的奔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