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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省政府新闻办在四川新闻
发布厅举行“万千气象看四川”系列主题
新闻发布会德阳专场。德阳素有“古蜀
之源·重装之都”的美誉，是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成都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3年，德阳经济总量跨过3000亿
元台阶。今年前三季度全市GDP同比
增长7%、居全省第三，入围全国百强城
市榜单。发布会上，德阳市委书记、市长
刘光强用四个关键词，向媒体介绍德阳
有关情况。

“看家本领”：制造业

“制造业是德阳的‘看家本领’，德阳
过去因三线建设国家布局大工业而立
市、兴市，未来也必须依靠工业富市、强
市。”刘光强说。

德阳工业基础雄厚，有“中国重装之
都”的美誉，拥有国机重装、东方电机、东
方汽轮机、东方风电等一批国内一流、世
界知名的行业龙头企业。

据统计，全国60%的核电产品、50%
的大型电站铸锻件、40%的水电机组、
30%的火电机组出自德阳；白鹤滩百万
千瓦水轮发电机组、“华龙一号”核电机
组、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等一批“国之重
器”在这里诞生。

目前，德阳有全部工业大类41个、
规上工业企业1523户、国家级产业集
群2个，德阳成为全省高端能源装备、
新能源、绿色建材3条重点产业链的主
要承载地，全市工业总量长期位居全
省第二，连续3年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
百强市。

今年，德阳提出9条硬举措，进一步
推动工作重心向工业聚焦、力量向工业
集中、资源向工业倾斜，力争到2030年
工业总产值迈上万亿元台阶，再造一个

“工业德阳”。

“动力源泉”：科技创新

今年10月，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
支持德阳建设高端装备科技城的意见》，
极大提升了德阳在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和
创新版图中的战略位势。

刘光强提到，科技创新是德阳的“动
力源泉”，德阳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
建设中国装备科技城。

“在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德阳坚决担
负起为国铸剑的重大使命，主动服务国
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创造了多个‘世
界之最’‘中国之首’。”

东方电气集团13年磨一剑，自主研
制的国内首台F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

实现了商用，打破了国外垄断，被媒体誉
为中国“争气机”；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
德阳把德阳大学科技园作为核心载体，
已招引包括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西
南交通大学等一批项目团队入驻，着力
打造成果孵化转化新高地，推动科技创
新与成果转化双向发力。

“金字招牌”：三星堆

德阳被称为“古蜀之源”，与三星堆
有着莫大关系，德阳也大力推动文旅融
合发展，不断擦亮“世界三星堆、天府后
花园”城市名片。

三星堆“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据了解，去年7月三星堆博物馆新馆落成

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过700万人次。
德阳一手抓三星堆文物保护利用，

成功创建首批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一手抓三星堆文化旅游发展区建设，
以“三星堆+”带动全域旅游发展，加快
打造龙门之巅国际旅游度假区和77个文
旅名村。

今年1-10月，德阳25个A级景区接
待游客1944.12万人次，较去年增长
23.5%；门票收入27141.44万元，较去年
增长87.88%。

“基因密码”：敢为人先

为何说敢为人先是德阳的“基因密
码”？

刘光强解释，德阳是因改革开放而
闻名的城市，农村改革开全国先河，国资
国企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县域经济
和乡镇企业发展走在全省前列。

近年来，德阳大力发扬敢闯敢试的精
神，以机制创新突破体制障碍，以改革的
思路、创新的办法解决“成长中的烦恼”。

县域经济是德阳“重返前三”的重要
抓手，德阳大力实施县域进位战略，以

“百强区进位、百强县冲刺”为牵引，出台
县域进位综合评价办法，建立“红黄绿”
县域发展评价机制，推动形成“市级统
筹、县级主抓”的工作格局。

如今，旌阳区连续3年入围全国百强
区，广汉市进入四川省全国百强县培育
名单，什邡市连续两年获评全省县域经
济发展先进县，绵竹市、中江县进入西部
百强县，有力夯实了德阳现代化建设的
底部支撑。

“德阳底蕴深厚、钟灵毓秀、美不胜
收，诚邀海内外朋友多到德阳走一走、看
一看，感受‘天府之国’的别样精彩。”刘
光强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伍勇

“挂一个号管三天”“先看病后付
费”，这些都是成都为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所做的“减法”。

11月13日，中共成都市委十四届六
次全体会议召开。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会上获悉，为让患者少跑路、少
折腾，系列惠民便民措施还将扩面推进。

“挂一个号管三天”
复诊不用再花钱挂号

“一次挂号管3天”诊疗模式，是指
72小时内，患者挂号就诊时 (不包括急
诊、跨科室就诊、便民门诊等），因检查、
检验当天不能完成或者不能获取检查结
果，尚未完成诊疗，可携带初次就诊的挂
号单到医院同一科室复诊，无需再次缴
纳挂号费。

“以前看病，第一天做了检查没出结
果，第二天出了结果再找医生看，又要重
新挂号，现在挂一次号可以管三天，复诊
不花钱，对我们患者来说更方便了。”11
月13日，在成都市成华区第三人民医院，
市民张女士对这项便民举措赞不绝口。
经过一年多的前期试点，越来越多的医
院开启了这项惠民政策。成华区中医医
院、成华区第三人民医院则从今年11月
1日起正式实行。“政策推出以后，市民的
反响很好。”成华区第三人民医院医教科
科长徐祯晓告诉记者，过去医院的日均门

诊量在400-500人次，复诊大约60人次。
在“一次挂号管三天”政策实施后，初步估
计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可以免于重复挂号。

如何操作？“患者持第一次就诊的挂
号单，到复诊科室签到、刷二维码排号，
复诊号源将自动排入当诊医生序号。”徐
祯晓介绍，在复诊时，签到系统首先默认
首诊医生，首诊医生未坐诊时，系统会随
机分配到本科室当天所有诊室。

哪些人群因此而受益？徐祯晓以自
身医院为例说，一些患者做了胃肠镜等

复杂检查，当天又不能出检查结果，就可
以拿到检查报告后再找医生复诊。同
时，有些患者有输液需求的，过去需要每
天挂号找医生开治疗方案，新政施行后，
患者不用再重复挂号排队，直接复诊，节
省了排队等待时间和费用成本。

新政是否额外增加医生的工作量？
“根据我们门诊医生的反馈，大家都是
很支持这项举措的。”徐祯晓解释道，由
于系统默认是首诊医生复诊，医生对病
人的情况也更加熟悉，增加了医生和患
者的信任，提高了医生诊疗效率。虽然
医生的工作量会加大，但医院也将三日内
复诊患者挂号计入了接诊医生工作量。

成都的创新探索，也传递到省内各
级医院。在甘孜州道孚县人民医院，浙
川协作的挂职医生童宝兵感受更深，他
的患者大多住在乡下，路途遥远，来县医
院看一次病，需要一整天时间。这项政
策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减少
来回奔波，省下了费用和时间。

先看病后付费
困难群体可分期付诊疗费

先看病后付费，在成都也可以凭信
用就医。据了解，成都目前有18家医疗
机构在试点信用就医制度。

所谓信用就医，就是指通过政府支
持、银行支撑、个人授信，实现自费就医

居民“先看病，后付费”的就医模式。在
成都，有“离院付”“亲情付”和“分期付”
三种模式。“离院付”是在线挂号确认使
用“信用就医”后，就诊费用直接使用专
属额度支付，无需排队缴费，全程无忧。

“亲情付”则是解决“一老一小”难题，绑
定家人账户，轻松共享信用额度，让陪护
就医更方便。“分期付”则针对临时困难
群体、低收入群体、特殊群体，提供了单
独设定的优惠利率，最长59天免息，有效
缓解市民看病就医资金压力。

“减法”还要继续做
系列便民政策将扩面覆盖

“优化就医体验，就是让市民少跑
路，少折腾。”在本次全会的分组讨论上，
主管医疗保障的成都市副市长王乾介
绍，成都市重点要以病人为中心，解决看
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挂一次号管三天”，目前已在全市
59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开展，今年年
底将实现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全覆盖。
信用就医已在全市18家医疗机构试点，
同时有47家医疗机构正在开展前期对接
工作。此外，成都市还在努力推行公立
医疗机构检验结果互联，以减少患者重
复检测的成本和精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
杰 罗田怡摄影报道

成都市成华区第三人民医院，复诊
市民不需要再重复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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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一个号管三天，先看病后付费
成都做“减法”提升就医体验，让患者省钱又省心

敢为人先 创新驱动

德阳力争到2030年工业总产值迈上万亿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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