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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泉市融媒体中心

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在酒泉市加速实施，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稳步推进品牌、管理、

技术“三个平移”工作，加快建设优势学科，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不断流动，群众“大病不出市”的愿望正加速

实现。

2021 年 7 月，酒泉市人民医院迁建项目开工实

施；酒泉市随后依托该项目申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2023 年 7 月，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建设

项目纳入第五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名单。

“高质量建成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必须同步开展

品牌、管理、技术‘三个平移’工作。”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酒泉医院执行院长高臻介绍，截至目前，院徽、院

标已设计完成，实现了与上海总院文化、品牌的统一。

医院名称变更于今年 3 月 20 日获批，法人代表、

机构代码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工作已办理完成。

管理上，借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经验和理念，实

施科室主任聘任制，增加 25 个岗位，让年轻技术骨干

竞聘，以提升学科建设。

如今，医院已制定学科发展规划、人才培养规划，

努力打造“3+X”优势学科体系。在派驻专家的指导

下，开展阵发性心房颤动三维标测及射频消融术等新

业务新技术 36 项。目前，通过远程诊疗系统，可实现

酒泉检查—上海诊断—酒泉治疗。

3 月 17 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冯睿教

授名医工作室”成立。冯睿教授带领团队，采用独创的

shuttle技术，挽救了一名胸腹主动脉瘤患者的生命。

“患者 70 岁，确保手术过程中血管通畅是手术成

功的关键，shuttle 技术正是保障血管畅通的关键。”

冯睿说。

仅用两小时，冯睿教授团队就成功完成了这台手

术。术后，在介入医学科团队的精心治疗下，患者恢

复良好。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介入医学科主任芮

兴无参与了手术全过程。“冯教授在大血管、胸腹主动脉的

腔内介入跟周围血管的介入方面造诣很深。名医工作室的成立，对科室实现

‘技术平移’意义重大。”芮兴无说。

“合作共建以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先后派驻 33 个专业的 155 名专

家到酒泉工作，派驻时间 1 至 3 年，有效提升了医院的医疗水平。更多疾病

实现本地诊断、治疗，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

副院长肖志明说。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执行主任侯丽丽，

从上海到酒泉工作已 5 个多月。在她和其他上海医疗专家的指导帮助下，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对病人的管理水平，肺部感染性疾病、慢性气

道疾病及肺部肿瘤的诊治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为加强医学教育与临床实践的结合，酒泉市成立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

泉医院酒泉职业技术学院医教协同中心。今年，医院实施由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科主任兼任酒泉医院科主任、酒泉医院科主任、上海医疗专家担任执行

主任的“三驾马车”学科计划，共同保障推进学科发展。今年 3 月 28 日，完成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派驻专家担任执行主任、副主任的聘任工作。

2023 年，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酒泉医院门诊量同比增长 31.5%，住

院 患 者 人 数 同 比 增 长 29%，手 术 台 次 同 比 增 长 24.1%，平 均 住 院 日 同 比

减 少 0.1 天 。 医 院 患 者 外 转 率 下 降 18% ，外 埠 患 者 来 院 就 诊 率 增 长

8.2%。 （张花 黄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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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夏州融媒体中心

5 月 19 日，在临夏市牡丹文化公园，来这里赏

花休闲的游客被优美动听的三弦乐音吸引，公园

一角河州贤孝演奏者弹唱的地方，围观群众很快就

圈出一个临时舞台……

当天，临夏州文旅局组织开展快闪路演活动，

由临夏州民族歌舞剧团和各县市文旅局精心安排

的文艺表演渐次登场。市民和游客在临夏市牡丹

长廊、牡丹文化公园、红园、八坊十三巷、东郊公园

及临夏县太子山峰游客服务中心，偶遇快闪活动，

感受“拆盲盒”般的旅游乐趣。

这次活动不仅是临夏历史文化和非遗文化独

特魅力的再现，更是对临夏州文旅的宣传推介。

“没想到在八坊十三巷游玩还能遇上快闪活动，

体验到临夏的民俗风情。临夏人热情好客，我会介

绍更多朋友来临夏游玩。”游客王玲玲和她的家人从

陕西西安来临夏旅行，第一站到八坊十三巷就收获

了这份“惊喜”，她说：“临夏的手抓羊肉、发子面肠、河

州包子都很好吃，八坊十三巷古色古香的韵味，仿佛

让人穿越到几百年前，真是不虚此行。”

“山清水秀的临夏县，路两边开哈的牡丹，唱歌啊

跳舞的心儿里欢，尕日子过了个舒坦。”临夏县文旅局

精心准备的即兴花儿演唱，也引来群众驻足观看。活

动现场，不少临夏本地群众参与其中，热情高涨。

临夏县文旅局干部崔晶霞介绍说：“我们组织

了 30 多人的文艺演出小分队，到临夏县太子山峰游

客服务中心，临夏市牡丹文化公园、东郊公园演出，

宣传当地特色文化，助推文旅融合，吸引更多人来

临夏观光旅游。” （马琼洁）

临夏：“快闪秀”为旅游添热度

正宁县融媒体中心

近年来，正宁县把打造“诚信正宁”作为全面深

化市场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结合开展“三抓三促”行

动，在建章立制、宣传教育、联合奖惩等方面精准施

策，拓展“信用+”应用场景，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软实力”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

正宁县运用“线上+线下”模式，围绕“诚信护

航 我们在行动”等主题，积极开展诚信体系建设法

规政策和失信惩戒典型案例进机关、进企业、进学

校、进社区、进乡村、进市场、进景区“七进”系列宣传

活动，全方位创建诚信环境，筑牢诚信意识，助推形成

“知信、用信、维信、守信、爱信”的良好社会氛围。突

出信用信息归集和共享应用，依法依规全量归集各

类公共信用信息，“双公示”“五归集”信息上报率、合

规率、及时率均达到 100%，形成了全面覆盖各乡镇、

各部门、各类经营主体的信用信息“一张网”。

正宁县大力宣传“甘肃信易贷”平台，对有贷款

意向的企业全程跟踪服务，引导守信企业入驻“甘

肃信易贷”平台，共享信用红利。截至目前，全县累

计入驻“甘肃信易贷”平台各类经营主体 5400 多

户，占经营主体的 52%以上，成功发放贷款 34 户 41

笔 1.13 亿元。积极推动信用报告在政府采购、民营

企业投资、市场准入等行政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

严格审核企业信用报告 300 余次，为守信者探索实

行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绿色通道”和重点支持等

激励政策，对失信者根据失信类别、程度严格实施

联合惩戒，彰显信用约束威力。

同时，正宁县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施信用承诺

制监管，逐步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制，

促使经营主体加强自我约束，依法公平竞争，充分释放

经营主体活力。紧盯优化营商环境重点领域、关键环

节，严厉打击违纪违法的失信失德行为，营造重信守

诺、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 （高永斌 曹瑞云）

正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民勤县融媒体中心

初夏时节，走进民勤县泉山镇新西村西瓜温室

大棚，一个个青翠碧绿、个头匀称圆润的西瓜掩映

在浓密的瓜叶间，长势喜人。瓜农们正忙着采摘、

搬运、过秤、装箱，一派丰收景象。

“新抗西瓜水分充足、皮薄脆甜、口感很好，吃

过的人都赞不绝口。最近几天前来订购西瓜的客

商络绎不绝，根本不愁销路。”泉山镇新西村五社瓜

农谢建仁说，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大棚西瓜一茬

就能收入 4 万元左右。

谢建仁是新西村种植温室西瓜的行家里手。

他说，温室内吊蔓栽培的西瓜，瓜形圆，光照均匀，

再加上通风透气，病虫害少，瓜上没有阴阳面，糖分

多且分布均匀，口感更好，所以价高且热销。

新西村利用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土地资源，

大力发展西瓜种植产业，引导传统农业向高效农

业、特色农业、旅游产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种植

西瓜助推乡村振兴的“甜蜜路”。

“新抗西瓜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之一，全村共

有 42 座日光温室。为了确保新抗西瓜提前上市，我

们采用葫芦嫁接新技术，提前扣棚定植，提高抗病

能力，增加产量，并采取错峰种植的方式，延长销售

周期，提高农户收入，全村温室西瓜一茬收入可达

百万元。”新西村党支部副书记赵平善说。

近年来，泉山镇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不断

优化西瓜品种，更新种植技术，因地制宜引导群众利

用温室大棚、连体拱棚、大田种植等方式发展西瓜产

业，逐步实现“四季有瓜、错峰销售、优质优价”的产

业发展目标，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如今，新抗

西瓜美名远扬，已经成了泉山镇发展特色生态农业、

打造瓜果之乡的一张“金名片”。 （王希丽）

民勤：小西瓜成为富民大产业

清水县融媒体中心

食 用 菌 产 业 是 清 水 县

近两年精心打造的 10 亿元

级产业链之一。今年以来，

清水县以打造“清水食用菌”

特色品牌、争创省级食用菌

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为目

标，构建食用菌全产业链条，

真正让小小食用菌成为乡村

振兴大产业。 （周文涛）

工作人员查看木耳菌棒的生长情况。

白银市融媒体中心

近年来，依托丰富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

白银市加强文旅融合，多措并举推动文化遗产

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在优化产业布局、塑造

品牌、非遗传承等各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全

市文化旅游产业呈现繁荣发展态势。

深入挖掘文旅潜力
培育特色旅游品牌

花海悦心之旅、黄河相约之旅、红色文化

之旅……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

客循着白银各条特色旅游线路，深度体验“黄

河之上·多彩白银”的无限魅力。

去年以来，白银市持续推进文旅产业“串

珠成链”，不断放大文旅业综合效应，相继培育

打造了 8 大主题 22 条“寻真金·醉白银”精品旅

游线路，在会宁会师旧址、靖远水岸三合等重

点景区推出红色教育、儿童游乐、绿色采摘、花

卉博览、户外拓展等各类文旅产品，在华达滑

雪场、福门滑雪场、翡翠湾滑雪场等积极推出

畅玩冰雪系列活动，冰雪运动持续升温。

白银市创新打造“黄河水绕古城墙”黄河研

学之旅、“长城外·古道边”长城研学之旅等 19个

主题 30条研学线路，吸引青少年走进场馆参观、

走出场馆实践。2023 年以来，共举办各类研学

旅行活动1300余场次，受益学生达14.5万人次。

为做精品牌营销，兴“链”活“链”，白银成

功举办“黄河之上·多彩白银”动车组专列冠名

仪式；组团参加“好客山东·如意甘肃”双向游

暨“十万山东人陇上游”“环西部火车游”、第二

届中国（武汉）文化旅游博览会等推介活动；通

过新媒体平台宣传大力推介白银，2023 年发

布各类图文信息 4560 余条，视频信息 630 余

条；开展“一起@白银”抖音短视频大赛，话题

播放量超过 3460 万……

文艺精品层出不穷
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节假日，在白银的市民广场、文艺场馆等

地，一场场歌舞、戏曲、器乐等专场群众文化活

动连番上演，让人目不暇接，点燃了市民游客

的热情。去年以来，白银呈现群众文化活动日

常化、节点活动升级化、全年活动丰富化，文化

惠民之路走得坚实有力。

文艺精品层出不穷。去年，白银市围绕乡

村振兴、黄河、民俗文化等主题，创作出了一系

列精品文艺视听节目，《江山多娇——探访国

家文化公园》被国家广电总局评为优秀作品并

入选总局“2022 年网络视听精品节目”，《爸爸

回来吧》《走进非遗——李氏树皮笔画、景泰滚

灯、土窑烤馍》等分获省广电局 2023 年度“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筑中国梦”主题原创

网络视听节目良好和提名等次。

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断提升。2023 年，

白银市新建 24 小时城市书房 6 个、文化驿站 5

个，建成数字文化馆 6 个、数字图书馆 1 个，建

成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村（社区）级服务点 210

个，与社会力量合作共建各类阅读空间、新型

文化空间 32 个；常态化开展“文化进万家”“戏

曲进乡村”“四季村晚”等系列文化惠民活动

5000 余场次；全市各级文博场馆均向社会免

费开放 310 天以上，馆内公益讲解次数 4490

余次，参观人流量达到 209.35 万人次。

用心守护文化根脉
文化遗产历久弥新

通过白银数字文化馆、抖音、快手等网络

平台记录展示白银各地剪纸、曲子戏、打铁花

等非遗代表性项目；开展《黄河水车》《景泰小

曲》《钱鞭子舞》等非遗网上展播；承办 2023 年

甘肃省“非遗进景区”示范性活动陇中分会场

活动；积极推动“非遗+旅游”融合发展，举办非

遗“四进”活动……

白银市积极探索多方式多途径保护传承

之 路 ，在 保 护 中 合 理 利 用 ，在 传 承 中 积 极 创

新 ，推 动 全 市 文 化 遗 产 焕 发 新 活 力 、展 现 新

魅力。

为让非遗薪火相传，白银市实施了非遗传

承人培育计划，举办非遗管理人员、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培训班，培训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580

余人次，3 名非遗传承人分别入选省级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记录工程和中国非遗传承人研培

计划。

去年以来，白银市累计投资 1280 余万元，

实施小川瓷窑遗址保护修缮、寺儿湾石窟安防

等项目 7 个，新增平堡古建筑群、信猴沟岩画、

虎豹口红军强渡黄河遗址等 5 个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积极做好文物考古调查工作，完成

S35 线、G341 线等公路沿线文物考古调查工

作，抢救性清理古墓葬 3 处，出土文物 45 件。

（乔斌）

白 银 ：文 旅 融 合 竞 芳 菲

◁清水县食用菌产业

园员工在装卸木耳菌棒。

游客参观会宁会师旧址。 白银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清 水 ：打 造 食 用 菌 特 色 品 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