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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1月18日讯 (记者
国晓宁 通讯员 金增秀 蔡

艳维) 以乡镇卫生院为据点，组
织二级以上医院急救专家，针对
全市基层医务人员，集中开展急
救技能巡回宣讲，日前，聊城市通
过“下沉式”培训，畅通医疗急救

“微循环”，激发出基层院前急救
的“新动能”。

规范责任分解。制定聊城市
基层医疗急救体系服务能力提
升实施方案，完善市、县和部门
协作机制，强化协同联动、运转
高效，做到平时事权清晰、职责
明确，战时统一指挥、优化整合、
集中调配。聊城市120急救指挥
中心建立急救培训管理体系，制

定巡讲计划，统一培训内容，整
合人员力量，分组分批到镇村进
行轮训。10月29日至11月5日，已
在莘县、东昌府区5个乡镇培训
300余人。

找准实施路径。针对农村医
疗急救服务需求，聊城市120急
救指挥中心加快构建完善的公
共急救体系，积极推行市、县、
乡、村“四位一体”院前医疗急救
体系建设，通过实施乡村医师急
救培训全覆盖行动，打通院前急
救“最后一公里”，不断提高基层
医疗机构院前急救效率。同时，
基层医务人员在日常诊疗过程
中，主动向患者普及疾病常识和
急救技能，提升公众对脑卒中、

胸痛等疾病的早期识别，努力将
急救战线前移。

提升培训质效。针对急性心
肌梗死、脑卒中、胸痛、重度创伤
等威胁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重大
疾病，起病急、病死率、致残率高
的特点，聊城市120指挥中心注重
培训实效，通过实操演练的方式，
为基层医务人员系统讲解心肺复
苏(CPR)、人工呼吸、气道异物梗
阻等常见急症、救护原理和技能
方法，提高培训实用性。专家结合
实践经验及实际需求，讲授急性
胸痛院前急救、脑卒中识别、创伤
现场急救、常见中毒院前处理等
医疗知识，大力提升基层急诊急
救、急危重症急救的能力。

本报聊城11月18日讯
(记者 张同建) 11月17日
上午，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聊城市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第一场新
闻发布会。聊城市发展改革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运军
介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
略。聊城市是黄河下游重要
城 市 ，境 内 黄 河 河 道 长
59 . 51公里，黄河支流金堤
河长80 . 8公里，黄河文化与
运河文化在这里交相辉映。
两年来，聊城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坚持“地处黄河
下游、工作力争上游”，持续
改善生态环境，保护黄河长
治久安，高效节约集约水资
源，全面保护、传承和弘扬
黄河文化，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
明显成效。

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深
入人心。聊城市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
化道路，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强
化煤炭、能源消费控制，市
县都制定了煤炭消费压减
和能耗“双控”工作方案。加
快能源结构调整。截至9月
底，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220 . 4万千瓦，同比增长
60 . 6%。加强环境综合治理。
与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前
三季度，聊城市国控断面优

良水体比例、环境空气质量
优良率分别提高25个、19 . 8
个百分点。

水安全保障能力加快
提升。聊城市坚定不移把黄
河安澜、守护人民生命安全
摆在突出位置，聚焦“根治
水患、防治干旱”。持续实施
黄河下游堤防加固工程。累
计建设总长度36 . 9公里，初
步建成集防洪保障线、抢险
交通线于一体的安全长廊。
持续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
2020年以来，实施了一批引
黄灌区节水工程，通过健全
完善渠系和管网工程，补齐
计量设施短板，促进灌区农
业用水“计量收费”，改善灌
溉面积662万亩。

高质量发展态势强劲。
聊城市坚定不移加快新旧

动 能 转 换 ，坚 持“ 四 个 区
分”、执行“五个减量替代”，
落实“三个坚决”。加快存量
变革、增量崛起。严控“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深入实
施“制造业强市”战略，建立
产业链“链长制”；累计实施
省市县重点项目1750个，完
成投资1645亿元。加快提升
科技创新能力。启动高新技
术企业培育三年计划，高新
技术企业数量达268家 ,比
2019年增长33%。加快推进
数字赋能。在全省率先出台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建成全
省首个“城市大脑”，5G基站
建设开通率位居全省前列，
培育聊云数据湖5G应用体
验区、东阿阿胶5G智能体验
工厂、中通客车“5G+无人驾
驶”等一批应用场景，推动

上云企业10000余家。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成

效显著。聊城市坚定不移推
动法治化保护、活态化传
承、大众化弘扬黄河文化，
深入挖掘和阐发黄河文化
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系统
保护黄河文化遗产。大力弘
扬优秀黄河文化。实施了黄
河国家森林公园“十三五”
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艾
山村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王
道口民俗村提升改造项目、
位山黄河公园项目、景阳冈
景区改造提升项目等。推进
黄河文化旅游带建设。高标
准编制了黄河沿线旅游发
展专项规划，依托黄河沿线
艾山、鱼山等旅游资源，策
划了黄河+康养旅游、黄河+
生态旅游等产品。

11月17日上午，记者从聊城市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聊城结合实际，布好生态保护大格局。聊城
市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树立
系统思维，将全市规划布局为四个功能区：即
以东阿、阳谷2县28个乡(镇、街道)为重点的黄
河沿线高效生态林业建设示范区，以东昌府
区、茌平区、经济开发区、高新区、旅游度假区5
区38个乡(镇、街道)为重点的中部城市森林综
合服务功能区，以冠县、莘县2县42个乡(镇、街
道)为重点的西部防沙治沙生态功能区，以临
清、高唐2县(市)28个乡(镇、街道)为重点的北部
黄河故道防护林保护修复区，明确各区主攻方
向和重点，实现区域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经济
发展质量双提升。

聊城市还将结合各地生态建设特点，以点
带面实施四大工程，全面提高质量和效益。推
进科学绿化。着力提高森林质量，增强生态系
统的连通性、稳定性，保护农区粮食生产安全
和生态安全。提高重点区域生态保障能力。在
国有林场、河流沿岸等国有土地，培育乡土珍
贵大径材森林或营建复层混交林，整体提高森
林质量，对矿柱林场盐碱地进行土壤改良与生
态修复，探索黄河冲击平原特色的盐碱地绿色
治理模式。实施生物多样性工程。加强自然保
护区建设，强化野生动植物自然栖息地和自然
生态系统的保护。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
径。大力发展林菌、林药、林草等林下经济，提
高林下经济效益。依托森林资源，培育和发展
休闲观光、森林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促进生
态产品价值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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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下沉式”培训激发院前急救“新动能”

聊城开展妇幼保健机构
疫情防控“回头看”

本报聊城11月18日讯(记者
国晓宁 通讯员 金增秀 李
敏) 11月11日至12日，聊城市卫
生健康委对全市9家妇幼保健机
构开展疫情防控“回头看”，通过
不间断专项督查，防范风险，堵住
漏洞，抓紧抓实抓细妇幼保健机
构疫情防控工作。

督导组实地查看了发热诊

室、预检分诊处、门诊部、住院病
房等重点场所，对院感防控制度
制定落实、感控力量配备情况；医
务人员等重点人群定期核酸检测
情况；保洁、保安、陪护人员管理
和核酸定期检测情况；非必要不
探视不陪护、陪护人员封闭管理
等措施落实情况；进入机构人员
佩戴口罩、测温、手卫生等措施落

实情况；医务人员接受疫情防控、
紧急救治、院感防控、个人防护等
专项培训情况；消防、医疗废物处
置、生物安全、信息安全等安全生
产情况，逐项进行检查。现场指导
预检分诊流程、医务人员个人防
护等环节，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即
时下达问题清单，提出整改建议
及整改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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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上午，聊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聊城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第一场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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