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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建设从“全”到“精”

时针拨回 2007 年。核医学科在闽东
医院成立，缺人、缺设备让科室发展一度
举步维艰。“多年来，核医学科医师十分
匮乏，也留不住人。”闽东医院核医学科
副主任陈冉冉回忆说。

随着医疗设备升级换代，PET-CT
凭借病灶识别准确、图像信噪高等优势成
为不少大医院的查癌“神器”，而闽东医
院仍旧使用旧设备。“设备灵敏度、精确
度不够，最重要的是影像结果很多医院不
认可。”

陈冉冉介绍，2019 年，国家下发
PET-CT 配置许可证，闽东医院争取到
名额，购置了该设备。

设备有了，却没有使用设备、诊断影
像的人才。2023年3月7日，闽东医院院
长林成寿带队赴武汉协和医院寻求合作，
双方当场就开展对接。

专家资源注入，让陈冉冉看到闽东医
院核医学科的发展曙光。一年多时间，武
汉协和医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影像
诊断等方面倾力帮扶，闽东医院核医学科
快速成长。

陈冉冉介绍，闽东沿海，甲状腺癌患
者多，很多患者到大城市做完手术却因没
及时排到碘-131治疗，导致治疗效果不
佳，碘-131治疗需要核素治疗病房，而
核素治疗病房作为接收放射性治疗疾病患
者的场所，需有防辐射等功能，各项标
准、规范和普通病房差异大，建设难度
高。

“从图纸设计、空间布局到竣工、投
用，武汉协和医院全程帮扶，加速病房落
地。”陈冉冉说，目前省内拥有核素治疗
病房的医院不多，很多患者一般要排队6
个月以上，闽东医院建成的多间核素治疗
病房，让患者不出福安就能获得碘-131

治疗。
从 PET-CT 正常运行，为群众做好

诊断服务；到核医学病房落地，让患者就
近治疗；再到远程在线讨论，提高诊疗水
平，武汉协和医院资源嫁接，让闽东医院
核医学科实现从弱到强的蝶变。“医疗水
平的提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将
持续在医疗技术、人才配套等方面给予帮
扶，让闽东群众能就近享受到大城市的医
疗服务。”武汉协和医院核医学科教授张
永学表示。

闽东所需、协和所能。武汉协和医院
不仅聚焦此前并无基础但闽东医院急需的
科室建设，还注入资源让已有科室诊疗能
力逐步提升，推动闽东医院专科建设从

“大而全”到“全而精”转变。

“师带徒”助年轻医师成长

8 台复杂冠脉介入手术、2 台射频消
融手术……今年的闽东之行，武汉协和医
院心内科主任医师、中国心衰中心联盟主
席廖玉华及其专家团队成功为当地疑难病
患者实施手术，这让全程参与学习的闽东
医院心血管内科年轻医师受益匪浅。

建设群众满意的医院不能只靠帮扶，
重点还是“传帮带”培养优秀医疗人才，
让他们迅速积累看疑难重症的经验、提高
诊疗技术水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伍。

杨文胜便是在廖玉华名医“师带徒”
工作室带动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医生。

“最大的转变在于临床思维。”心
血管内科门类多、综合性强，对于以
规培生身份进入心血管内科的杨文胜
而言，临床很多时候只知病因，但对
该采取哪些诊治技术十分困惑。

廖玉华名医“师带徒”工作室成
立后，指导闽东医院心血管内科形成

“一个病区 （含CCU），五个亚专科
专业组”格局，杨文胜也在其中找到
了自己的主攻方向——心血管急危重
症专业组。

“每年廖教授及其专家团队来闽
东医院，都会查房、讨论疑难病例、
交流前沿学术。”杨文胜十分珍惜这
些学习机会，目前已成长为一名主治
医师。

不只杨文胜，从重症医学科转到
心血管内科的黄凤鸣，赴武汉协和医
院进修学习近7个月，在专家团队手
把手教学下，已能独立完成冠脉介入
手术。

目前，闽东医院心血管内科医师
队伍已有 20 多人，并通过国家级标
准版“中国胸痛中心”认证，闽东医
院也成为宁德首家通过该认证的医疗
机构。

说起廖玉华团队，闽东医院心内
科主任、宁德市心血管内科医疗质控
中心主任范金茂感触颇深：“不仅是
闽东医院心血管内科学科建设、年轻
医生培养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宁德
市各基层医院在廖玉华教授帮扶下，
已基本能够开展心梗溶栓治疗。”

10年来，闽东医院187名管理干
部和医务人员到武汉协和医院进修学
习，带回先进理念、技术，为本地医
疗人才培养提供有力支撑。此外，武

汉协和医院通过远程讲座、一线实训等形
式，累计培训超3200人次。

为基层医院补短板

今年3月19日，柘荣县与闽东医院共
建柘荣县医院紧密型医联体合作协议签
约，闽东医院派遣行政管理、医疗护理等
专业人员，全面参与柘荣县医院管理工
作。

作为“中国长寿之乡”，柘荣县人口
老龄化程度高，但在 2018 年之前，柘荣
县医院重症医学科一片空白。聚焦该学科
建设，2018 年，闽东医院选派重症医学
科主任医师刘火根赴柘荣县医院组建重症
医学科，此后又相继派出多位医生开展帮
扶。

“我们就是‘先遣队’，整个闽东医院
重症医学科都是‘大后方’，帮扶效果不
断深化，当地医护人员技能正在提升。”
闽东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顾凌告诉记
者，医护人员的诊治水平决定了重症医学
科的抢救水平，基层医院医生基础知识薄
弱、临床思维欠佳，闽东医院帮扶团队通
过三级医师查房制、两周一次教学查房等
方式提高医护人员的专业能力和临床思
维。

“‘大病不出县’是医改的目标之
一，这需要拓宽县域医院的服务范畴，提
升服务能力，让基层群众就近享受优质的
医疗服务。”闽东医院院长林成寿说，闽
东医院充分发挥在县域医疗服务体系中的

“龙头”作用，利用科室建设、医疗技
术、人才培养等方面经验，安排骨干力量
下沉柘荣、寿宁、周宁等县医院，提升县
域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诊治疑难病患者
的水平。

除了完善县级医院医疗服务水平，闽
东医院还将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纳入医疗集团，逐步建立“基层首诊、
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
诊疗体系，借助互联网远程平台，实现对
基层医院的远程会诊、转诊等，提高基层
医疗服务的质量。

说起8月底的那场溶栓救治过程，寿
宁县平溪镇卫生院内科医生陈闽建记忆犹
新。

“77 岁的陈大爷复诊取药时，突发剧
烈背痛、大汗淋漓，结合患者既往病史，
我怀疑患者为急性心肌梗死。”陈闽建回
忆说，基于此前参加过闽东医院胸痛中心
联盟的系统培训的经验，他启动了胸痛救
治绿色通道，将心电图上传至寿宁县医院
胸痛中心进行远程会诊，确诊后，立即在
远程指导下实施了溶栓治疗，为患者转运
至闽东医院进行手术争取了时间。

为推动医疗服务纵深发展，2022 年，
闽东医院在福安市甘棠中心卫生院建立了
首家一体化分级诊疗门诊。2023年，在寿
宁凤阳镇卫生院建立市县乡“一体化”医
疗体系，以共享先进医疗设施、互认检查
检验报告、专家业务指导及双向转诊等多
元化业务，让老百姓不仅能看病，也能看
好病。

宁德市闽东医院在武汉协和医院对口帮扶下成长起来，并与柘荣、寿宁、周宁等县医院成立医联体——

“家门口”就医，从有迈向优
□ 单志强 陈雅芳

本报讯 （秦红丽 陈晓峰） 连日来，
我市各地晚稻收割进入尾声，农户们
抢抓农时，全力做好晚稻收割工作，
一幅幅乡村丰收画卷生动展开。为确
保粮食颗粒归仓，福安市农机发展中
心积极行动，全力加强农机技术指
导，推动机收减损工作，为晚稻丰收
保驾护航。

在溪潭镇洪口村机收作业现场，
农机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积极向广大机
手宣传粮食机收减损的重要意义，引
导农户和机手牢固树立“减损即增
产、减损即增收、减损即增效”的理
念，全力提升机收
作业质量。

“农机手在收
割作业前，务必做
好设备调试，确保
割台和扶禾器处于
正确位置，最大程
度降低机收损失，
提高作业效率。”
福安市乡村振兴工
作服务中心副主任
徐旭清介绍，精准
的设备调试能够有
效减少收割过程中
的粮食损耗，是实
现粮食颗粒归仓的
重要保障。

近年来，我市

大力推动农业机械化进程，通过组织开展
机收减损比武培训等一系列活动，积极推
广农机新技术、优化农机装备，不断提升
农机手的操作技能和减损意识，推动机械
化生产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率迈进。此次
晚稻收割期间，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为农机手提供一对一指导，现场解决实际
问题，切实将机收减损技术落到实处。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宣传培
训力度，强化机收作业质量监测，全力推
动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智能化发展，努
力提升秋粮收获质量，确保颗粒归仓、丰
收到手。”徐旭清满怀信心地说。

加强农技指导 助力晚稻丰收

“肿瘤标志物从原来的390ng/ml
降低到38.9ng/ml，这次治疗效果很
好。”小雪节气前夕，家住周宁县泗
桥乡岭头村的肖大伟在宁德市闽东
医院做完碘-131治疗，听到复查结
果，他松了一口气。

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得益于武汉协和医院与闽东医院开
展的对口帮扶活动。作为三级甲等
综合医院，闽东医院承担着闽东、
闽东北、浙南部分地区约282.3万名
群众的就医任务。

2014 年，针对当地医疗基础设
施薄弱、高层次人才匮乏等困境，
在相关部门的协调推动下，确定由
武汉协和医院对口支援宁德市闽东
医院。

专家下沉、进修培训、远程医
疗……十年牵手，武汉协和医院发
挥其在医疗管理、人才队伍、科室
建设等方面优势，推动闽东医院医
疗技术、人才培养、服务能力等多
维度提升。而成长起来的闽东医
院，则通过与周宁、柘荣等周边县
医院成立医联体，让更多群众在

“家门口”的就医体验感实现从有向
优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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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闽东苏区创建90周年、闽东革命纪
念馆开馆35周年，11月23日晚，闽东革命纪念
馆开馆35周年暨月屏山·树下读书——红色经
典诵读艺术大思政课专场展演在闽东革命纪念馆
举行。

展演分为序篇、上篇“闽东响应井冈山”、
下篇“盛世华章月屏山”、尾篇四个篇章。12件
优秀诵读作品跨越不同年龄层，内容丰富多元、
形式新颖多样，充分展现了诵读的魅力和力量，
为现场听众带来了心灵的触动。

展演现场还举行了闽东革命纪念馆“月屏
山·树下读书”红色经典诵读语言艺术大思政课
馆校共建联盟仪式及闽东革命纪念馆“小小文旅
推荐官”颁奖仪式。

此次展演用艺术的形式展现闽东红色文化，
讲好闽东红色故事，展示闽东革命纪念馆大思政
课的建设成果，也是新时代大思政课建设新的探
索，让思政教育真正走进群众心灵。展望未来，
闽东革命纪念馆将持续发挥福建省大思政课教育
实践基地的阵地作用，不断拓展思政课的深度与
广度，激励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努力成长为爱
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为新时代宁德新篇章和闽东红色文化的发扬持续
注入强大动力。

本次活动由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福安市老
区建设促进会、福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指
导，中共福安市委宣传部、福安市教育局、福安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闽东革命纪念馆主办。

赓续红色血脉 传承红色基因
闽东革命纪念馆开馆35周年暨月屏山·树下读书——红色经典诵读艺术大思政课专场展演活动成功举办

□ 雷志华 方冠杰

本报讯（缪星） “今天，我一
定要画一幅美美的画挂在爱故乡书
院。”近日，溪潭镇廉明社区爱故
乡书院人头攒动，来自周边乡村的
100 多名孩子聚集一堂，在志愿者
教师的带领下，或静心阅读书籍，或
制作手工作品，或绘画乡村美景，为
静谧的村庄增添了生机活力。

如今，像这样的场景每个周日
都会在爱故乡书院上演。

爱故乡书院创办于 2018 年 5
月，位于溪潭镇廉明社区 （洪口
村），由两座建于清代、占地面积
约 1000 平方米的老宅改造而成。
书院是个以阅读、学习为主的乡村
文化教育公共空间，服务对象主要

为廉明社区、洪口村及周边村庄的
青少年儿童及在村村民。它不仅是
闽东首家乡村青少年之家、福安首
家留守儿童之家，更是福安首个

“乡村复兴少年宫”。
自成立以来，书院每周日都会

免费为乡村青少年儿童开设《故乡
课堂》，举办中英文绘本阅读、乡
土文化、手工制作、文学导读、创

意 写 作 及 书 法 、 音
乐、美术、舞蹈等审
美艺术课程。周六晚
上，为在村妇女免费
开设《父母课堂》，举
办家庭教育课程，并
引导父母阅读，进一
步提高农村家庭教育
素养。

“我们对青少年儿
童开展富有本土文化
特色的文化教育、美
育教育、体育教育等
素质教育，推广、引
导语文阅读和英语阅

读，形成‘教育+文化振兴’的培育与
孵化运营模式，打造‘爱故乡’特色
品牌。”爱故乡书院创办人缪光华介
绍，在开展乡土教育中，通过适时引
导、动员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增
强村民文化自信，培养乡村建设力
量，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点点星光，汇聚成炬。在社会各
界的努力下，如今，书院培训班已由
初期的每周末1个班发展到每周末6个
班，学员由最初的 17 人增至 100 多
人；开设的课程也由原来的 2 门增至
13 门。缪光华告诉记者，截至目前，
爱故乡书院已举办《故乡课堂》800余
期，《父母课堂》 120期，举办夏令营
17 期，冬令营 10 期，乡土研学 72 期，
节日活动 33 期，累计服务青少年儿
童、妇女、老人等 7万余人次。

传承乡土文化，践行新时代文
明。爱故乡书院也先后被授予“福安青
少年之家”“留守儿童之家”“家长学校”
和“儿童之家示范点”“福安市十佳书香
品牌”“福安市全民阅读示范点”“福建
省全民阅读示范点”等荣誉称号。

创办至今，溪潭镇廉明社区爱故乡书院累计服务青少年儿童、
妇女、老人等 7万余人次——

公共文化空间“点亮”乡土美好生活

每周二下午，在福安市坂中中心小
学的个性化自主校本课程上都能看到身
穿畲装的孩子，唱畲歌、学畲语、跳畲
舞、打畲拳、识畲药……畲文化通过自
主课程最大程度地教授给孩子们，悄然
浸润校园每一寸空间，畲文化艺术教育
已然成为该校独具特色的教育品牌。

“从2011年起，学校多渠道筹措经
费 200 多万元，开设个性化自主课程，
分为畲文化传承、艺术、体育、科技创
新四大类，共 40 多种课程。学校根据
老师们的特长，安排到不同的活动班担
任辅导员。畲文化课程作为重点课程每
周开设两节。”福安市坂中中心小学校
长阮书铃说，和其他学校不同的是，自
主课程三至六年级全员参与，梯队培
养，五六年级老生带三四年级新生，参
与度高，自主性强。

2012年，该校畲歌社团成立。学校
虽有一千多名畲族学生，但真正会讲畲
语的孩子并不多。“畲歌教学中畲语的
发音对孩子们来说就很具挑战性，大家
一般都是用拼音标记的方式来学习，通
过反反复复的练习才能将每个字的发音
精准背下来。”社团老师郑雪清说，除
了畲语的学习，畲歌通常无伴奏、真假
声转换频繁，这对孩子来说难度不小，
很多孩子一开始提不起兴趣，甚至有退
团情绪。

为此，学校经常组织畲歌社团参加
比赛、外出交流等活动，孩子们逐渐在

被认可、被肯定中找到了自信，同时感受到了畲歌的
独特性和魅力，大家逐渐拧成一股绳，社团越办越
好，眼神更加坚定有力，歌声越唱越嘹亮。

2014年，社团的《畲乡百鸟歌》节目参加福建省
首届“丹桂奖”少儿曲艺大赛暨第六届全国少儿曲艺
大赛福建赛区选拔赛荣获二等奖。这是宁德市少儿曲
艺首次获大奖，是畲族曲艺零的突破。2015年，《快乐
小山哈》节目参加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荣获四个第一
的佳绩，2018年，《畲山喜鹊岭茶歌》在第35届上海之
春国际音乐节中荣获团体二等奖，2023年，《颂花》参
加第十五届福建省音乐舞蹈节荣获三等奖……

畲风漾四方，喜报频传来。诸多的荣誉给社团师
生带来极大的鼓舞，学校也因畲文化艺术特色突显，
被教育部评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被省教育
厅、省文联推荐为福建省首批省级美育师资合作联盟
校。

多年来，畲歌社团通过不断探索提升，现组成小
山哈合唱团。只要对合唱感兴趣的孩子不论民族都可
报名，之后按统一标准选拔入团。合唱团一般分为二
至三个声部，将从前的原生态唱法转换成了更适合小
学生音域的唱法，曲调多变富有层次，搭配孩子纯净
无瑕的童声，让畲歌更具质感，唱出了畲族同胞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下一步，我们
计划以畲歌与舞台剧结合的形式编排节目，将守正和
创新结合，创作出受众面更广、更受年轻观众喜爱的
作品，通过孩子们天籁般的嗓音，多渠道将畲文化带
向更远的地方。”阮书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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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在溪柄镇斗面村，
村民围坐一起闲聊家常，谈起家乡
的变化赞不绝口。

斗面村，是土地革命时期闽东
革命首府。这片红土地上，人们流
传着一首《白扇诗》：“一把白扇画
牡丹，财主收租太不堪，不管收割
有无谷，一斤半两不让宽。”深刻
揭露了土豪劣绅欺压百姓的罪行。

过去，斗面村村民主要以种植
水稻为生，山多地少，水稻产量
低，资源匮乏，民不聊生；如今，
在斗面村党支部带领下，村民努力
寻找致富路，发展巨峰葡萄、脐
橙、红美人等特色水果产业，村民
收入大幅提高。

斗面村有“闽东延安”之称，
村内有“中共闽东特委”“闽东苏
维埃政府”“共青团闽东特委”等
革命遗址。为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斗面村建成了闽东苏区纪念
馆，将革命遗址打造成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党性教育基地、红色文化传
承基地和红色旅游景点，并在村中
建起苏区街、红军食堂、红军讲堂，
走出一条保护革命遗址、发展红色
旅游、传承红色基因的发展之路。

在斗面村，一件件陈列的文
物、一幅幅纪实的照片，都在无声
诉说着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动人故
事。闽东苏区纪念馆馆长林惠全告
诉记者：“为丰富展览内容，增强
游客体验，今年9月18日以来，闽
东苏区纪念馆在灯光布置、空间布
局、展陈内容等方面进行提升改
造，展板由原来的300多幅图片增
至 500 多幅，刀枪实物增至 70 多
件。”

如今，红色旅游已成为斗面村
的闪亮“名片”，每年吸引游客和
学员超22万人次。

“红土地”为斗面村带来了人气，
村民也在“家门口”找到了致富路。
村民办起了农家乐、卖起了土特产，
去年人均收入达2.6万元，村民日子越
过越红火。

农民要致富，农村要变美。斗面
村的蝶变得益于发展红色旅游，也是
和美乡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斗面村扎实开展环境整治、立面
改造、垃圾分类、改水改厕等项目，
对村道、街巷等进行整治，改善人居
环境，打造人文景观带，引导村民发
展生态观光休闲农业；完成闽东苏区
纪念馆陈列布展改造和苏维埃政府旧
址等4个旧址修缮工程，提升改造了村
入口和以红领巾水库为核心的水利风
景区。

如今的斗面村，舒适的农家小院、
干净平整的村道、蓬勃发展的特色农
业……红色热土上一幅产业兴、农民
富、农村美的美丽画卷正徐徐铺开。

斗面村:红土地上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 陈祎凝

展演现场

志愿教师带领孩子绘画乡村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