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国家卫健委等八部委明确
提出要加强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建设，推进
检查检验资料共享，加快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目前，上海、浙江、广东已搭建起省级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实现了不同医疗
机构之间结果调阅和共享互认。

2022年7月，四川省出台《四川省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方
案》，明确了16项医学检验和53项影像
检查互认项目，分别从医保支撑、内部
激励和风险保障三个方面给予政策保
障。但目前互认工作尚未完全落地。

“推动省内医疗机构医学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
率，降低医疗费用，提高诊疗效率，进一
步改善人民群众就医体验。”1月22日，
省两会时间，省人大代表、广安市政协
副主席、广安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张君接
受记者专访时说。

调研发现仍然存在单向互认情况

“当前，全省检查检验工作已经推
进多年，但由于缺乏统一互认平台和互
认约束机制，导致不同程度仍然存在单

向互认情况。”近一年来，为加快推进全
省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张君带队先
后赴绵阳、达州、雅安和广安市广安区、
武胜县等地进行专题调研。

调研发现，目前四川省尚未建成全
省统一的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
由各地自行推进，但各地平台建设路径
差异较大，部分地区能实现市域内全民
健康信息调阅查询，但多数地区仅具备
基础的数据收集统计功能，市域内医疗

机构间、跨市域医疗机构间数据调阅和
互认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四川省医疗资源分布不
均衡，不同地区、不同医疗机构的医疗
设备不同，人员技术和管理水平差距较
大，出于精确诊断、减少医疗风险和数
据信息安全等多重考虑，医疗机构在具
体执行过程中多存在单向互认。

张君解释，“一般下级医疗机构认可
上级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较多，高等
级医疗机构基本上不认可低等级医疗机
构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数量很少。”

建议既要有平台也要有制度

“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建立全省
统一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平台。”张君介
绍，这个平台要实现以下三个功能：检
查检验报告统一上云，医生能够快速跨
机构调阅查询，对检验检查结果进行评
价并有效统计。

她提到，由省里牵头搭建互认平
台，市、县分级负责指导医疗机构接入，
先期接入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再逐步扩
展到民营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要建立互认工作机制，将医疗机构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纳入省政府重
大民生事项强力推动。”张君建议，组建
由卫健、财政、医保等部门参与的工作
专班，强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尤
其是落实好财政投入和医保结余补偿。

另一方面，要建立医学检查检验结
果互认制度。明确互认项目和时限，严
把入口、畅通出口，确保各地检查检验
同质同效、互认安全。按照统一标准对
医疗机构进行质控评估和巡查监管，确
保互认质效。完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医务人员考核机制，逗硬奖惩，确保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全面有序推进。

“此外，结果互认的前提，必须是
‘结果’的质量要过硬。”张君建议，通
过加强检查检验结果质量控制，既能
推进省内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检查检
验质量同质，更能运用大数据方式为
患者建立健康模型，更加清晰展现病
情发展变化过程，从而带动全省医疗
服务水平提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彦君

省人大代表赵欣：

建议多元化传承与发展三线建设工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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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张君：

建议尽快建立全省统一平台
推动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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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孙庚：

以高水平生态建设推进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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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乐山市市中区融媒体
中心主任记者、市知联会执行副会长赵
欣，在今年省两会期间将关注点放在了
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方
面。赵欣认为，四川作为三线建设的重
点省份，有着丰富的工业遗产和宝贵的
精神财富，但由于工业遗产项目时间跨
度大、数量多，且保存现状复杂，一些老
厂停产搬迁，使得一批重要工业遗产面
临灭失的风险。

为此，她建议将条件成熟的原厂区
管理权下放，通过培育市场运营主体、
打造工业遗址文化公园、建立影视基地
服务站等方式，做好三线建设工业遗产
多元化传承与发展。

赵欣在日常调研中发现，这些工业
旧址，是天然的影视基地，深受年代剧

的喜爱。“曾经的医院、影剧院、工会楼、
旧宿舍等地方都已经成为影视剧组拍
摄的‘宠儿’。”赵欣称，这些具有生活气
息的旧址，还拥有大量可打造的美食产
业资源。

“以大众熟知的乐山油炸串串为
例，就是起源于四川省长征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药）在乐山的旧
址。”赵欣介绍，乐山长药已形成继张公
桥、教育学院、东大街、上中顺之后又一
新的美食IP商圈，年吸引游客100万人
次。“由此可见，工业遗产文旅潜力巨
大，亟待多元化盘活，实现‘三线记忆’
文化IP创造性转化。”

对此，赵欣建议，对全省工业遗产

进行详细调查、评估、梳理，选择一批
有条件优先打造的厂区，将原厂区管
理权下放社区进行统一管理与运营，
培育一批市场运营主体，盘活资源，释
放效能。

“可以鼓励社区居民和利益相关者
参与工业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通过建
立合作机制，共同制定规划和实施方
案，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和社会效益。”
在赵欣看来，面对工业遗产要鼓励多元
化传承与发展，“打造一批工业遗址文
化公园，建立一批影视基地服务站，形
成一批多功能创意产业园，开展一系列
宣传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卓滨

2023年1月，省委、省政府印发了
《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行动
方案》，推进天府粮仓建设。

“四川省是农业大省，也是生态大
省。耕地在全省用地类型中排名前三，
农业生态系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
态屏障建设至关重要。应该抓住天府
粮仓建设有利时机，促进粮食安全与生
态安全融合发展，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
的天府粮仓。”1月26日，省人大代表、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物多样
性与生态系统服务领域副主任孙庚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分享了自己今年提出
的三个建议。

保护传统优良品种
适当保留一些低效农田

“传统良种是经过世代筛选、保存
传承下来的宝贵遗传资源，拥有良好口
感和独特风味，是选育新种的重要材
料。传统农业生态系统是很多动植物

重要的栖息场所，集中连片、均一化的
耕作方式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因此，孙庚认为应该收集评价传统
优良作物品种，在建设天府粮仓的同
时，建立“天府种库”，保存保护传统品
种种质，挖掘利用传统品种的优良基因
和性状；在不适宜建设高标准农田或者

建设成本很高的区域，适当保留一些
“原生态”农田，为生物的栖息提供多样
的生态环境条件，用保护生物多样性来
促进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

提升耕地综合效益
积极探索生态型耕地补偿机制

孙庚表示，耕地不仅具有作物生产
功能，还发挥着重要的碳汇、涵养水源
等生态功能。而且，农业土壤健康与人
民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提升耕地生
态功能和多重效益是实现“良田”改造
的重要内容。

“应该将天府粮仓建设与长江黄
河上游生态屏障建设结合起来，利用
先进的土壤功能提升技术改造出生态
型良田，实现藏粮于地、储碳于地、贮
水于地等多重效益；建设美丽中国农
业先行示范区，开发碳汇型、水源型、
保护型等生态农业模式，制定生态型
农业的补偿标准和方法，用生态产品

价值转化推动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
孙庚建议。

建设“天府草原粮仓”
试点设立新型“国有草场”

四川省是我国五大牧区之一，全省
草原面积达3.13亿亩，占全省面积的
43%。既有阿坝、甘孜广阔的高寒草
地，也有大面积的南方草山草坡。目
前，部分草地面临退化问题。

对此，孙庚建议合理进行空间规
划，恢复、改造退化草地，建成高质量的
人工草地和饲草基地，减轻天然草地放
牧压力，保护草地生态环境；以建设新
型“国有草场”为抓手，探索草原区生态
保护修复新模式，将草地修复与草牧产
业、第三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促进相对
落后的川西地区高质量发展，用保护与
发展相互依存的新模式助力高水平天
府粮仓建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谭羽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