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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资源合理利用 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本报讯（记者 高燕）为促进医疗资源
合理利用，减少患者不必要的重复检验，减
轻群众就医负担，提升看病就医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我市积极推进医疗机构间“检验
结果互认”。记者从市卫健委获悉，截至目
前，我市实现“检验结果互认”的医疗机构
共有 157 家，累计互认检验结果 10.37 万余
人次，为患者节省检验费用 2856.43万元。

记者日前在市内部分医院门诊看到，
“检验结果互认”的海报随处可见，便于群
众及时、准确了解相关信息。各医院还通

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宣传，并公布了各自的
“检验结果互认”项目。

据了解，“检验结果互认”是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患
者在不同医疗机构就诊时重复进行检验检
查，不仅增加了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还造
成医疗资源浪费。今年 5 月，省卫健委印
发《推进“检验结果互认”解决群众看病重
复检验、费用高问题的实施方案》，在全省
医疗机构推行“检验结果互认”，旨在提高
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患者因重复检

查而产生的经济负担和时间成本，同时提
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市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医
疗机构间“检验结果互认”是指患者在一家
医院做的检验，到另一家医院看病时，医生
也认这个检验结果，不用再重复检查。根
据省卫健委下发的文件要求，对标有“晋
HR”（山西互认检验项目）表示的临床检验
结果予以互认，非必要无需重复检查。

值得注意的是，“检验结果互认”的前
提是保障医疗安全，按照国家卫健委相关

要求，出现以下情况，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
可以对相关项目进行重新检查，并告知患
者或家属再次检查的原因、必要性以及可
能产生的影响等：因病情变化，检查检验结
果与患者临床表现、疾病诊断不符，难以满
足临床诊疗需求的；检查检验结果在疾病
发展演变过程中变化较快的；检查检验项
目对疾病诊疗意义重大的（如手术、输血等
重大医疗措施前）；患者处于急诊、急救等
紧急状态下的；涉及司法、伤残及病退等鉴
定以及其他情形确需复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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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日，灵丘县落水河乡大涧村馨柔
纸制品全自动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在调
试设备。

为了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带动更
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大涧村今年实

施了馨柔纸制品加工扩建工程。扩建
后 的 纸 制 品 加 工 项 目 又 增 添 2 条 生 产
线 ，预 计 今 年 村 集 体 可 实 现 利 润 分 红
32 万元左右。

本报记者 于宏 摄

冬日的脚步悄然而至，寒风中的一抹
温暖能给人以慰藉。弘雅饭店以其卓越的
美食和细致周到的服务，成为顾客心中的
温暖避风港。

弘雅饭店的老火例汤，是冬日里的暖
心之选。精选猪棒骨、鸡肉和白萝卜，经
过 4 到 6 小时慢火炖煮，每一口汤都蕴含
着食材的精华，温暖着顾客的味蕾。这道
汤品不仅美味，更以其营养价值受到顾客
青睐。

饭 店 以 山 西 本 地 特 色 菜 为 主 ，同 时
融 合 了 国 内 各 地 美 食 元 素 ，提 供 广 式 早
茶 、西 餐 、中 餐 、火 锅 等 多 种 选 择 ，满 足
不 同 顾 客 的 口 味 需 求 。 以“ 服 务 大 众 ，
奉 献 社 会 ”的 经 营 宗 旨 和“ 以 诚 待 客 ，信
誉 第 一 ”的 经 营 理 念 ，赢 得 了 广 泛 认 可
和赞誉。

“从事服务行业，要勤快、能吃苦，才
能长久做下去。”弘雅饭店负责人说，餐饮
行业入职门槛不高，工作辛苦，有时会遇
到各种困难，如果没有坚强乐观的心态，
很难坚持下去。但餐饮业能为更多人提
供就业岗位，为人们提供更好的服务，这
就是这个行业的价值所在。

由于《黑神话：悟空》的火爆，大同受到
更多人关注，弘雅饭店也成了年轻人游玩
打卡的首选，一块块核桃派、一只只的大
虾、一根根的蒜香骨……小份菜让游客花
最少的钱享受最好的服务。

“ 走 得 急 ，没 怎 么 做 攻 略 ，为 我 们 服
务 的 大 姐 介 绍 景 点 很 专 业 。”一 位 外 地
游 客 对 服 务 员 的 美 食 推 荐 、景 点 介 绍 等
周到服务很满意。

本报记者 辛雅君

本报讯（记者 闫昌 通讯员 孙大亨）
“大姐，刚才给您看了，家里设备没啥问题，
今后有啥不明白的就联系我们。”11 月 25
日，在平城区七里村清洁能源供电区域，平
城区供电中心党员服务队工作人员挨家挨
户巡检走访，帮助用户排查电气设备隐患，
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近 几 日 ，我 市 迎 来 大 范 围 雨 雪 、大 风
和寒潮天气，为保障居民温暖过冬，平城
区供电中心组织多支党员服务队，携手热
力公司，重点对热力站等区域开展特巡，
详细记录设备运行情况、用电负荷、表计
示数等，保障严寒天气设备和线路稳定运
行。与此同时，主动联系社区，通过上门
服 务 的 方 式 宣 传 安 全 用 电 知 识 ，截 至 目
前，累计走访用户 300 余家，发放宣传资料
400 余份。

本报讯（记者 杨海峰）每年 11 月 25
日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为切实提高
广 大 妇 女 的 反 家 暴 意 识 ，营 造 家 庭 暴 力

“零容忍”的社会氛围，平城区迎宾街道北
馨园社区联合迎宾市场监管所、迎宾司法
所，在社区活动室开展了“反对家庭暴力，
共建和谐家庭”宣传活动。

活 动 中 ，工 作 人 员 为 大 家 详 细 讲
解 了 家 庭 暴 力 的 概 念 和 类 型 ，如 何 预
防 和 制 止 家 庭 暴 力 ，遭 遇 家 庭 暴 力 时
如 何 求 助 等 知 识 。 通过面对面宣讲、发
放 宣 传 单 等 方 式 ，普 及《反 家 庭 暴 力 法》

《妇 女 权 益 保 障 法》《家 庭 教 育 促 进 法》
等 法 律 法 规 ，提 高 广 大 妇 女 和 家 庭 对 反
家 暴 法 的 知 晓 率 ，并 以 案 释 法 ，让 大 家
更 好 地 理 解 吸 收 ，学 会 用 法 律 武 器 维 护
合法权益。

11月26日，记者走进云州区吉祥里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温馨的气息扑面而来。手
工坊内，十余名“巧婆娘”围坐在工作台前，
几团五颜六色的毛线在指尖翻飞，她们一边
钩织，一边探讨各式手工技法，大家以“织”
会友，用指尖“钩”出满满幸福感。

为解决社区妇女就业难，激励妇女创
业创新，并引领、带动、扶持更多妇女居家
创业就业，吉祥里社区充分发挥党组织作
用，联合区妇联开展手工钩织技能培训，探
索出巾帼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社区工作人员每周一、三、五到小区党
群服务站听取民声、了解民意、解决实事，
发现一位居民在家做手工钩织可增收。为
让更多赋闲在家的妇女增收，社区党总支
联合区妇联，邀请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钩
织老师为居民免费培训钩织技能，力争将

“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
随着文创产品“佛小伴”的爆火，以

及儿歌《帽衫》中一个头戴帽衫露出两只
大耳朵的小女孩形象迅速走红，云州区
非遗传承项目“织礼”编织工作室受到启
发，受邀为合什莲花小佛——佛小伴钩
织帽衫，其成品在大同好礼文创小红书
账号亮相后，获得广大网友喜爱。

吉祥里社区负责人发现这个市场很
广阔，对广大妇女来说是个好机会。通
过区妇联牵线搭桥，今年 5 月底，社区与

“织礼”编织工作室携手招募妇女，经过
专业培训后，投入到合什莲花小佛帽衫
的钩织工作中。7 月，云州区社区服务中
心吉祥里社区“巧婆娘”手工团队成立，

主要为“织礼”编织工作室钩织非遗文创
相关配件和其他钩织成品。

目前“巧婆娘”团队有 86 名妇女，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和两个小区党群服
务站提供场所，并进行多次培训，技能熟
练后可在家钩织，实现灵活就业。

“根据订单时间的不同，钩织一件帽
衫能挣 5 到 9 元手工费，在家门口做手工
就能补贴家用，我感觉非常好。”62 岁的
龚翠英已成为熟练工，最多一天能织 20
余件佛小伴帽衫。

“年轻时经常做钩织活儿，现在重拾

起来，感觉特有意思。邻居们一起也非常
热闹，还能学到新东西。”居民付云连也积
极参与，她还通过网上学习，钩织出佛陀、
海绵宝宝斜挎包、吊脚花篮等。

“我们不只是钩织佛小伴帽衫，还有
其他产品，报酬在 2 到 5 元之间，一位妇
女每天可钩织 8 到 10 件，每月人均可达
1500 到 2000 元的收益。”云州区社区服
务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已钩织
佛 小 伴 帽 衫 1000 余 件 ，其 他 钩 织 成 品
800 余件，工作室妇女年收益总额达 2.5
万元左右。 本报记者 辛雅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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