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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王林 彭娟 四川日报
全媒体记者 邓涵予）2月17日，记者从川
渝医疗管理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获悉，川
渝两地将分步骤加快推动两地二级甲等
以上综合医院开展检验检查结果互认，进
一步扩大机构范围，以控制不必要的重复
检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今年，川渝两地将重点推动重庆市中
心城区、万州、涪陵等29个区（县）和四川
省成都、自贡、泸州、广安等15个市相邻
地区开展二级甲等以上综合医院检验检
查结果互认。此前，川渝两地已实现所有
三级甲等公立医院45项临床检验、67项
医学影像检查项目结果互认，惠及两地
672.24万例次患者。

近年来，川渝医疗合作紧密。除三甲
医院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外，两地还在医院

评审、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等方面深化合
作，共享省级专家40人，共创儿科、创伤、
呼吸等专科联盟8个，覆盖12个省市179
家单位；建立万达开“120两小时医疗急
救圈”。

座谈会上举行了重庆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与邻水县中医医院医联体签约授牌

仪式。共建跨省医联体，也是2023年川
渝医疗协同发展合作的重点之一。

川渝两地将推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与达川区人民医院、四川省人民
医院与云阳县人民医院等交叉帮扶医院
开展川渝医疗联合体建设，支持川渝两地
高水平医院在44个毗邻地区开展跨区域

专科联盟建设和远程协作网建设；持续建
立两地医疗专家共享机制，探索以“互联
网+”等方式开展医疗信息共享和危重病
人共治，建立成渝远程医疗系统，畅通双
方转诊绿色通道；深入推进川渝电子健康
卡“一码通用”，全面支持电子健康卡“扫
码就医”。

根据会议共识，接下来川渝两地将加
快构建优势互补、高效整合、协同共赢的
卫生健康发展新格局。通过建立健全医
疗服务、公共卫生、健康产业等方面联动
协作机制，实现资源、人才、技术、信息等
要素良性流动、合理配置。到2025年，成
渝地区一体化公共卫生体系、品质化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高端化健康产业体系健全
完善，区域卫生健康协作高水平样板初步
建成。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部署，2月
16日，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在川全国
人大代表前往成都市铁路客运天府站、新
津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眉山市三苏祠博
物馆、眉山高新区新能源新材料制造基地
等地开展集中视察，助力代表全面了解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为出席十四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作准备。

看成果看新貌
代表深感责任重大

一行十余名代表，一边看一边细细询
问，或是关心交通状况、农业创新，或是关
心经济发展、家教家风。有多名代表向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表示，这次的视
察不仅让大家打开了思路，也为出席十四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各项报告，提出
高质量的议案、建议，提供了重要参考和
实践依据。

在成都市铁路客运天府站站房及配

套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施工现场，几十名头
戴安全帽、身穿黄马甲的工人们正在忙碌
着，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我来过这里很多次了，作为成都铁
路枢纽主客运站之一，这里的重要性非常
突出。2025年全面建成之后，将成为天
府新区综合换乘枢纽和重要的对外门户
节点，对成都、四川的经济能起到很大的
带动作用。”在现场，全国人大代表、致公
党四川省委副主委、成都市委主委梁伟告
诉记者，“这次的全国两会，我最关注的领
域就是与经济相关的，会把相关的建议带
到北京去。”

在眉山高新区新能源新材料制造基
地，代表们详细了解高性能树脂和水性涂
料、生物发酵及可降解塑料、锂电池材料
等为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为科技
的日新月异点赞。

围绕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
共兴”战略部署，代表们详细了解我省工
业、农业、交通、文化旅游等领域重点项目
进展情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大家表

示，通过集中视察，不仅看到了我省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果、新面貌，也深
感责任重大，将增强履职责任感，加强调
研，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

谈感受谈期待
助力四川更好发展

正值春初时节，在新津中国天府农业
博览园，农田里长出了不少绿葱葱的农作
物。这里是成都市66个市级产业功能区
之一，也是四川省14个五星级现代农业
园区中的一个。学习了解中国几千年来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变规律、现代农业
科技创新技术的应用，是代表们此行的重
要目的。

“目前，我们在农业上还存在着一些
短板，比如种子创新、种子选育技术、种子
栽培技术等能力还要继续加强。特别是
在大食物观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多元化的
食物供给体系，如何打造建设更高水平天
府粮仓？这是我此次两会最为关注的议
题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农业大学校

长、民盟省委副主委吴德说。
视察之后，吴德深有感触地说：“这里

不仅有能展示大国三农文明的博物馆，还
集旅游功能、文化功能、教育功能为一
体。修建在城市的周边，对农创、农旅融
合、农业高新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有很好的
带动、促进作用，特色非常鲜明。这次视
察，我收获满满，对履职有不小的帮助。”

在三苏祠博物馆，感受浓厚的文化氛
围。全国人大代表、省妇联主席杨娟感
慨：“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不仅文采
斐然、才华卓绝，还为当地培养了许多优
秀的后辈，可见家风家教真是太重要了。”

杨娟向记者透露，此次参会将要提的
建议之一，正是关于家庭教育的。“我们四
川要重点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的落地实施，实施家庭教育5年
规划，充分发挥家风家教创新实践基地、
家庭教育专家智库、家风建设馆、家庭服
务馆等的作用，助力构建家、校、社协同育
人机制，培养向上向善的良好家庭美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澜

“今天我们继续讨论电子式接线盒，
要在去年第一版的基础上把功能再完
善。”2月15日，国网广安供电公司的蒙媛
技能大师工作室内，蒙媛正与同事进行一
场“头脑风暴”——为升级电子式接线盒
提新点子。会议结束后，蒙媛匆匆赶去华
蓥市，查看2023年川渝电力职工职业技
能大赛比赛现场准备情况。

自从有了全国人大代表这张“新名
片”，蒙媛每天的日程表都排得很满。作
为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蒙媛希望能通过
这个新身份为基层群众做更多实事。

工作室共完成创新项目130余项

3D打印机、激光雕刻机、电动钻孔
机、焊机……2月15日，记者走进蒙媛技
能大师工作室，一台台“大家伙”映入眼
帘，再往里走，展厅里依次摆放着近几年
蒙媛带领团队研发的创新成果。“这是我
们最新上线的数字化接线盒，这款小萌智
能电表AI助手能随时语音查询剩余电
量。”蒙媛一边介绍一边给记者演示。

从一名电能表修校工到业界技能大
师，并获得多项国家专利，蒙媛靠的是细
心和日复一日的钻研。2015年，蒙媛在
工作中发现，悬挂在室外立柱上的电表箱
被风吹雨淋容易生锈，且更换时必须停电
数小时。于是，如何给血站、医院等需要
24小时不间断供电的特殊场所更换电能
表箱，成为她的研究课题。

为了实现无需停电的情况下提高更
换速度，蒙媛通过反复实验摸索，发明出
一种新型电能表箱。“我们对电能表箱做
了一个结构化改造，利用绝缘防锈的环氧
树脂板材，在下面做一道可打开的门，后
方增加两道滑槽，这样每次更换时只需用
嵌套方式更换外壳，无需停电，时间也缩

短至2分钟。”蒙媛介绍，该项发明获得国
家专利，目前已投入量产。

随着团队的第一款创新产品问世，以蒙
媛名字命名的“蒙媛技能大师工作室”应运
而生。2017年9月，工作室从省级升至国家
级。截至目前，蒙媛和她带领的大师工作室
共完成创新项目130余项，获得国家专利84
项、各类奖项60余项。“让群众更安全、更方
便地用电，是我们创新的动力源。”蒙媛说。

首个建议关注创新创效

一路走来，蒙媛用匠心筑梦。首次当
选全国人大代表，她将带着自己的思考和
建议去北京参会。“非常荣幸，更多的是一
种责任感。”蒙媛说，自从有了新身份，自
己愈发成为“细节控”。

作为全国行业技术能手，蒙媛准备提
交的首个建议是关注创新创效。“鼓励基
层一线创新创效，能帮助行业实现良性循
环。因此，我建议建立一套更适宜一线的
人才激励机制，打开一线人才成长通道，
助力国家科技创新等战略落地。”

蒙媛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广安1800
余名“电力人”中，近三分之一为女性，而
特种作业防护用品却只有统一的一种型

号。“像安全帽、手套这样的防护用品，对
女性从业者来说尺寸较大不够贴合，在从
事特种作业过程中存在干扰和风险隐
患。”蒙媛介绍，注重创新创效成果孵化运
用也是她的建议之一，如在特种作业行业
中积极研发适宜女性的劳动保护用品等。

2022年，川渝高竹新区供电服务中
心揭牌后，用大数据监测和分析企业用电
情况，在去年夏天极端高温天气期间，这
套“黑科技”也派上了大用场。蒙媛认为，
探索打造新型电力系统，提升电网顶峰时
段兜底能力迫在眉睫，可在川渝高竹新区
优先构建“零碳+高可靠性”供电示范区，
加快充电桩等新能源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在农村区域大力推广光伏能源，助力能源
生产消费向绿色、低碳转型。

工作中的蒙媛是劳模工匠，也是国网
四川电力（广安）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
总队长。她表示，未来将继续拓展为民服
务的广度、深度，推广好“小平故里红”志
愿服务联盟模式，联合更多公共服务行业
融入基层治理体系，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和
乡村振兴。“反映好基层民生，让某一件事
一点一点改变，这是我的使命所在。”蒙媛
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涵予

部分在川全国人大代表开展会前集中视察

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代表力量

代表委员履新记

人物名片：
蒙媛，全国人大代表，国网四川

电力（广安）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
总队长

履新感言：
真正反映基层民生，让某一件事

一点一点改变，这是我的使命所在

川渝将加快推动二甲以上综合医院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从电能表修校工到业界技能大师

匠心筑梦 让群众更安全更方便用电

▶此前，川渝两地已实现所有三级甲等公立医院45项临床检验、67项医学影像检
查项目结果互认，惠及两地672.24万例次患者

▶重点推动重庆市中心城区、万州、涪陵等29个区（县）和四川省成都、自贡等15
个市相邻地区开展二级甲等以上综合医院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到2025年，成渝地区一体化公共卫生体系、品质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高端化健
康产业体系健全完善，区域卫生健康协作高水平样板初步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