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淑霞 报道）今
年以来，市应急局紧紧围绕“人人讲
安全 个个会应急”这一主题，广泛
开 展 应 急 科 普 宣 传 ，普 及 安 全 知

识，培育安全文化，增强社会公众
防范风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先后举
办大型应急科普宣讲活动 5 次，线
上线下受众达 82400 余人次；制作

应急科普视频公益广告 29 部，刊发
各类应急科普知识 218 条，征集报
送应急管理科普作品 276 个；成功
举办滨州市第一届应急管理科普

讲解大赛，在第四届全省应急管理
科 普 讲 解 大 赛 中 获 得 优 异 成 绩 。
市应急管理局荣获省级科普工作
先进单位。

抓平台建设，建立应急科普宣传阵地

加强应急文化场所建设。实施
“十百千”工程，即全市高标准建成应
急文化公园 10 处、文化广场 100 处、
文化街1000条。

牢牢占领媒体主阵地。在《滨州
日报》、滨州电视台、滨州广播电台开
设专题专栏，普及应急科普知识。做
好做强“滨州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关注人数达 38 万人，连续三年荣获
市级十佳政务新媒体荣誉称号。

精心打造“滨州应急数字科普
馆”。建立实景、动漫、影视和图书 4

个展厅，设置地震预警、应急救援、自
救互救等 10 个专题导览，开发制作
多个游戏、动画等原创科普作品，点
击量近640万人次。

抓机制完善，使应急科普宣传常态化

建立上下联动机制。充分发挥
市安委会、市减灾委等议事协调机构
牵头抓总作用，自上而下安排部署，

层层负责应急科普宣传工作。发布
防御台风手机预警短信280万条，发
放防灾减灾宣传手册2760余份。

建立左右协同机制。联合滨州市
新闻传媒中心（集团）在市主流媒体
开设应急科普专栏专题，联合市委宣

传部、市司法局开展应急法律法规知
识竞赛，联合市总工会、团市委组织开
展“安康杯”竞赛、“查保促”等活动。

抓科普内容，让应急科普宣传“接地气”

注重外在形象“接地气”。创新
打造符合滨州地域特色的滨州应
急科普宣传形象标识“滨小应”，提
升滨州应急科普宣传的传播力和
影响力。

注重形式丰富“接地气”。把科
普内容设计成动漫、短视频、图画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加趣味性、
直观性和可视性。

注重科普内容“接地气”。形成

“4+1”科普宣传新模式，“4”是指根
据一年四季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的
工作特点开展重点宣传——春季重
点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夏季重
点普及防溺水、防洪涝知识，秋季重

点普及防台风、森林防灭火知识，冬
季重点普及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寒潮
冰冻等安全知识；“1”是指在重要时
段开展科普宣传，使科普宣传内容更
有针对性。

我市应急科普宣传“接地气”更精准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4 日电（记者 
顾天成）秋冬季节来临，疾控及医疗
机构有关专家提醒，“一老一小”是
秋冬季节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的重点
人群，建议加强对老年人和幼童的
日常健康监测，并按照免疫程序积
极及时接种疫苗。

10 月 12 日上午，在复旦大学附
属儿科医院国际诊疗部，有多名家
长陆续带着孩子前来打“预防针”。

“宝宝在出生后 40 多天感染过呼吸
道合胞病毒，住院治疗了 10 多天才
好。最近天气降温，知道手机就能
预约注射相关预防单抗后，第一时
间就来了。”抱着11月龄宝宝在注射
后留观的李女士告诉记者。

“每年的 10 月到次年的 3 月是
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
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常昭瑞说，及
时接种疫苗，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发生的重要举措。

常昭瑞提示，幼童和老年人是
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的重点人群，在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和健康生活方
式的基础上，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
积极接种疫苗；在呼吸道传染病高
发季节，建议重点人群尽量减少或
避免前往环境密闭、人员密集的场
所；同时，要加强家庭日常健康监
测，如果家庭成员出现发热、咳嗽等
症状，要视情况及时就医，遵医嘱科
学安全用药。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传
染科副主任曾玫表示，1 岁以下婴儿
在流行季来临前注射呼吸道合胞病
毒长效单克隆抗体，有助于预防合
胞病毒引起下呼吸道感染；6 月龄以
上人群，如果没有禁忌证，都应该接
种流感疫苗，尤其是老年人、婴幼
儿、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最好能在
流行高峰期来临前就完成相关疫苗
接种，更好地达到预防效果。

专家提示：

秋冬呼吸道传染病高发 
重点人群及时接种疫苗

本报邹平讯（通讯员 李晓瑜 报
道）为提高广大群众对血栓性疾病的
认知，近日，邹平市人民医院开展了

“世界血栓日”义诊活动。
义诊现场，医务人员为现场咨

询 的群众解答血栓性疾病相关问
题，给出合理的诊断、治疗方案，并为
他们进行血压、血糖等测量。同时，
医务人员还从血栓性疾病的防治、日
常生活习惯的养成以及饮食、运动、
用药等方面给予群众专业指导。

2021 年 3 月，邹平市人民医院

正式启动院内 VTE 防治项目建设，
构建起从组织管理框架、常态化防
治规范与流程到应急预案及处置办
法等成熟的 VTE 防治体系。2023
年 4 月，医院被全国肺栓塞与深静脉
血栓形成防治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
评定为“血栓防治中心达标单位”。
2024 年 4 月，新院区启用后，邹平市
人民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进一步扩容，
医疗水平、服务质量、健康管理能力
等方面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
群众医疗服务可及性不断提高。

邹平市人民医院
开展血栓防治义诊活动

“我在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骨关
节科住院期间，感受到了精湛的医
术、求真的作风、温馨的服务、团队的
素质。这些感受在治愈一个草原患
者疾患的同时，让我的心灵也得到
一次洗礼，让我真正领略到了贵院
在管理上的精细和团队合作的力量，
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为人民服
务’，也让一个草原人享受到了滨医
红利……”

近日，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收到
一封来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的感谢
信，字里行间流露着患者对医护人员
诚挚的感激和由衷的赞扬，以及对滨
医附院诊疗技术和优质护理服务的高
度认可。这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不仅

是对滨医附院医护人员“专业匠心”和
“医者仁心”的充分肯定，更是医患关
系和谐美好的生动写照。

时间倒转回今年 4 月，赤峰市
的马先生右下肢膝关节以下出现疼
痛症状，在当地医院治疗一段时间
后效果不佳。恰巧马先生有一位牧
民朋友，其于2011年曾在滨医附院
做过膝关节前交叉韧带重建术，效
果很好，便向马先生推介了滨医附
院。

马先生随即拨通了滨医附院骨
关节外科刘明廷教授的电话。经过
沟通后，马先生决定来滨医附院诊
治。9 月 16 日，他从赤峰市出发，历
经 10 个小时、718 公里的行程到达

滨医附院。办理入院后，刘明廷教授
仔细询问患者病史，超声医学科崔广
和教授等医护人员为马先生做了相
关检查。

检查发现，马先生下肢深静脉血
栓形成，约 10.1mm×2.3mm 大小。
初步诊断为：右膝半月板损伤，右膝
骨关节炎，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
为此，滨医附院骨关节外科专门组织
了病例讨论。在协商讨论、明确治疗
方案后，经过精准治疗和精心护理，
马先生病痛解除，顺利治愈，于 10 月
4 日康复出院。出院回家后，马先生
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激动地写下了
这封感谢信。

骨关节外科、超声医学科医护

人员对患者无微不至的关怀，是滨
医附院全体医护人员为患者提供优
质服务的缩影。这份感谢信，不仅
是患者及家属对医护人员个人努力
的认可，更是对滨医附院整体医疗
实力和服务理念的褒奖。多年来，
滨医附院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不断优化医疗服务，提高医疗
质量，把切实提升患者就医体验落
到实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享受医
疗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更多的温暖
和关怀。这份感谢信也激励着滨医
附院继续秉承“以患者为中心”的
服务宗旨，不断精进医术，提升服
务质量，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更大
力量。

一封来自大草原的感谢信
本报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蒋芳芳

本报惠民讯（通讯员 李聪聪 王丙强 
王迅 报道）为持续提升护理服务质
量，更好地保障患者生命安全，近期，
滨州市中心医院胸心外科推广和应用
ISBAR交班模式。

ISBAR是“识别、情况、背景、评
估、建议”5个词语英文首字母的缩
写，代表一种广泛应用于医疗领域、以
证据为基础的标准化信息沟通方式。

ISBAR 交班模式的优势，在于
其结构化和标准化的信息传递方式
能够减少误解和遗漏，并确保所有
重要信息都能被准确地传达。这种
模式不仅适用于医护人员之间的日
常交班，还适用于其他需要清晰沟
通的场合，如病例讨论、多学科团队
会议等。

自ISBAR交班模式开展以来，在
患者入院后，中心医院胸心外科责任
护士会第一时间根据流程快速将分散
的信息全面、有条理地整合在一起，帮
助主管医生快速捕捉重点问题，并与
主管医生共同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护理
计划，便于为其提供高效、优质的护理
服务，满足患者全方位护理需求。通
过问卷调查反馈，该模式有效提升了
患者对医院护理工作的满意度。

市中心医院胸心外科：

应用ISBAR交班模式 提升护理服务质效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5 日电  英国
研 究 人 员 最 近 发 现 ，一 种 名 为
Clec14a 的蛋白质会影响骨骼生成
过程，抑制这种蛋白质可能有助于
治疗骨质疏松等疾病。

英国伯明翰大学日前发布的新
闻公报介绍，骨骼内部的毛细血管
内壁上有一种特殊的细胞，称为 H
型内皮细胞，它们负责将未成熟的
成骨细胞运输到所需的位置，促进
骨质生成。该校研究团队发现，运
输过程中，如果这种细胞表面同时
搭载了Clec14a蛋白质，成骨细胞的
成熟会受到抑制。

研究人员从不同类型的转基
因 小 鼠 体 内 提 取 成 骨 细 胞 ，放 入
诱导溶液进行体外培养。结果发

现，如果没有这种蛋白质的存在，
成 骨 细 胞 在 4 天 后 就 能 发 育 成
熟 ，而 有 该 蛋 白 质 的 情 况 下 需 要
8 天。

动物实验显示，敲除了与这种
蛋白质相应基因的小鼠体内成骨细
胞成熟度高，骨骼发育更好，表现为
骨密度更高、长骨更长等。用抗体
抑制这种蛋白质的作用，可产生与
敲除该基因类似的效果。

骨质疏松症等骨骼疾病严重影
响着全球许多人的生活质量。现有
的治疗方法有限，且常伴有副作用。
这项研究成果有助于开发新的治疗
方法。

相关论文发表在英国学术期刊
《通讯-生物学》上。

研究：

抑制一种蛋白质
可能有助治疗骨质疏松

为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
成 果 ，加 快 残 疾 人 康 复 进 程 ，日
前 ，市 信 访 局 派 驻 沾 化 区 黄 升 镇
堤 圈 村“ 第 一 书 记 ”宋 玮 在 领 取
到 滨 州 市 2024—2025 年 度“ 服 务
零 距 离·情 暖 残 疾 人 ”辅 助 器 具

适 配 工 程 配 发 的 残 疾 人 辅 助 器
具 后 ，第 一 时 间 为 村 内 残 疾 人 配
发 、安 装 并 讲 解 器 具 使 用 方 法 ，
把 党 和 政 府 的 温 暖 送 到 残 疾 群
众心里。

（通讯员 孟令旭 摄影）

服务零距离 情暖残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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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斐 报道）近年
来，我市创新思维，先行先试，打造样
板，持续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
展，全力打造黄河三角洲中医药文化
传承创新发展高地，各项工作取得良
好成效，群众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实
现大幅提升。

强力推动中医药文化体系建设。
市及各县市区建立促进中医药发展
工作机制，研究解决中医药文化传承
创新发展措施，确保任务落实落地。
成立滨州黄河中医药文化研究工作
专班，统筹全市中医药文化传承与研
究工作。联合淄博、德州、东营三市
成立黄河三角洲中医药发展联盟，共
发展会员单位 128 家。成立滨州市
中医药振兴发展促进会，搭建中医药
文化交流平台。在全市范围内建立

起覆盖系统内外的中医药文化体系，
建成以中医药文化工作机制为核心、
多方协作推进的中医药文化体制，使
中医药文化不断融入群众生产生活，
提升全市居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
普及率、信任度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素
养水平。

创新打造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
阵地。制定市级中医药文化宣传教
育基地建设和文化知识角建设标准，
截至目前，全市 7 家县级及以上二级
公立中医医院全部建成市级中医药
文化宣传教育基地，90 家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建成中
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创建省级中
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2 个、省级中
医药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2 个、市级中
医药文化建设示范单位44个。

扎实开展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
扎实开展中医药义诊服务行动，举办大
型义诊活动31场，5万余名群众参与其
中。开展中医药特色疗法“六送六进
六提升”365 场，受益群众达 10 万余
人。市及各县市区中医药文化夜市
活动遍地开花，累计开展 30 余场，
1000余名中医医务人员参与服务，吸
引近 15 万市民驻足咨询和体验。市
委宣传部、市卫健委、市文旅局联合出
台《滨州市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方案（2024—2027 年）》，召开全市中
医药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会议，推动全
社会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文化。

精心举办中医药师承教育活动。
自 2019 年至今，我市已举办 6 期中
医药师承教育活动，共遴选 65 名指
导老师和 370 名继承人，7 名省基层

名中医被选聘为市级师承指导老师，
继承人中 17 人被评为山东省基层名
中医，全市传承中医、学习中医、弘扬
中医的热情空前高涨。

高效启动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
及资源挖掘整理。启动中医药适宜
技术推广三年行动，市县中医医院均
建成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遴
选 25 个病种、45 项中医药特色技术
疗法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分级、分类
对全市所有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
站技术人员进行全覆盖培训，三年累
计培训 5000 人次，让居民在家门口
享受“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开
展民间中医药资源挖掘整理工作，确
定 15 项技术入选滨州市民间中医药
特色疗法目录、8 人入选滨州市民间
中医药传承人名录。

我市持续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力打造黄三角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发展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