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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成都中医寻诊地图”上线
市民通过健康成都官微或天府市民云APP即可访问

11 月 5 日，成都市交管
局在蜀都大道金河宾馆路口
开展整治机动车违禁鸣号的
集中统一行动，当天共查处
机动车违法鸣喇叭73件。

据悉，成都市禁止机动
车鸣喇叭的区域和时间为：
成都市绕城高速（G4201）以
内（不含绕城高速），全天24
小时禁止鸣喇叭；成都市绕

城高速（G4201）以外涉及高
新南区的绕城高速以南，成
雅高速以东，大马寺路、天
府四街、天华二路以北，科
华南路、世纪城路、世纪城
南路以西区域（上述道路除
绕城高速和成雅高速不含
道路本身外其余道路均含
道路本身）全天24小时禁止
鸣喇叭。 据《天府早报》

想找名中医，却不知何

处寻；自己的病症，应该找什

么样的医疗机构、名中医诊

治最为合适？早在2016年，

成都市就推出了首个“名中

医/中医馆寻诊地图”，运用互

联网手段，“一图”解除市民

在中医就诊中的难题，这也

是成都率先在全国开展的

“中医创新服务”。

明年5月前 刷天府通卡坐成灌高铁
5 日上午，成都交投集

团相关负责人做客《成都面
对面·党风政风热线》，揭秘
未来城市交通将迎来的新
变化。

成都交投铁路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星介
绍，目前成都市进行的市域
铁路公交化大致分成两期，
第一期是进行成灌铁路的
公交化改造。“今年我们新
买了十组 CRH6A—A 型的
新型城际动车组，十组动车
命名为‘天府号’，已在成灌

和成蒲铁路上进行运行。”
罗星表示，新的动车运行
后，对提升客运量带来非常
明显的效果。罗星还表示，
地铁2号线西北方向的终点
是犀浦站，在地铁犀浦站已
实现了地铁和高铁之间的
同台换乘和安检互信，下一
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增加闸
机，或者对闸机进行改造，
达到票制协同，“预计在明
年 5 月份之前，市民可以刷
天府通卡坐成灌高铁。”

据《成都日报》

成都一天查处73件机动车违法鸣喇叭

时隔3年，新版“成都中医寻
诊地图”日前正式上线，增加了名
中医和医疗机构，覆盖了22个区
（市）县，市民通过健康成都官微
或天府市民云APP即可访问。

“独家特色”
方便市民寻医问药

“地图汇聚了成都最优质的中
医资源，既方便市民寻医问药，也
是成都中医文化、名中医名片对外
展示的窗口。”据市卫健委中医处
相关负责人介绍，新版“成都中医
寻诊地图”有着许多“独家特色”。

其一，实现了精准查找，带来

方便与快捷。“成都中医寻诊地
图”服务向市民提供按医生、按机
构、按擅长、按级别等多种查询功
能，将名中医与医疗机构相结合，
方便市民快速定位所需的中医医
疗服务信息。其二，市民还可以
轻松通过地图查看身边 15 公里
范围内能提供中医服务的医疗机
构，地图上定位图标不同颜色代
表不同的医疗机构类型。

便捷的背后，意味着地图汇
聚了全市优质中医资源。目前，
已收录6位国家名中医、164位省
级名中医、96 位市级名中医，以
及 30 家名医馆、320 家中医馆以
及 816 家中医角。更加方便的
是，地图还实现了线上挂号、在线
导航等特色功能服务，为市民提
供“一站式”中医就诊便民服务。

中医药融入
“15分钟健康服务圈”

成都中医药事业的大踏步发
展，充实了这份“寻诊地图”。根据
市卫健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底，成都市及21个区（市）
县先后建成“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100%的社区卫生服
务站和89.85%的村卫生室能提供
中医药服务，分别较全国数据高

12.8个百分点和20.85个百分点。
细看具体举措，成都市按照

“强龙头、展两翼、壮枢纽、固网
底、助补充”的思路，着力构建“市
县乡村”四级中医药服务体系，加
强名医馆、中医馆、中医角等“两
馆一角”建设，推动中医药融入

“15分钟健康服务圈”。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三级甲

等中医医院 9 家、三级乙等中医
医院6家。积极发挥市县级中医
医院龙头作用，加强对基层医疗
机构业务指导和技术帮扶。推进
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院中医科、
中药房规范化建设，全市56家二
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和妇幼保健
院以创建“全国综合医院、妇保院
中医药示范单位”为载体，打造中
医集中诊疗区。

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
言，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
镇卫生院均设置中医科、中药房，
全市 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96.18%的乡镇卫生院建有中医
馆。《成都市中医角基本标准（试
行）》出台，创新提出“中医角”概
念，在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地铁商
圈、创业园区等老百姓的家门口
建成“规范化中医角”300个，极大
地满足了老百姓中医药服务的便
捷性和可及性。 据《成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