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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观察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

石首市探索“党建+公共就业”服
务点、“石南华安”跨省就业联盟、

“家门口工厂”等公共就业服务新
模式，精准帮助各类求职群体实现
家门口就业。石首市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数据显示，今年该市
累计新增城镇就业5392人。

服务送到家门口

“在家门口工作，既能挣钱，还
能照顾一家老小。”近日，石首市南
口镇二郎庙村村民李勇军与当地
经济开发区一家企业达成就业意
向。

李勇军常年在外地打零工，前
不久回乡后，在村就业服务点登记
了求职信息，这些信息随即被录入
到湖北公共招聘网、荆州数智就业
等线上平台。通过大数据匹配推
送，李勇军足不出户就找到了心仪
的工作。

近年来，石首针对不同求职群
体分类施策，搭建“党建+公共就
业”服务平台。在45个试点村（社
区），建立“党建+公共就业”服务
点，重点为返乡人员提供求职招
聘、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创业扶持
等服务。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建成
2个零工驿站服务综合体，26个服
务点，为求职者提供信息登记查
询、就业政策咨询、劳务维权咨询、
劳务对接、零工培训等服务。

今年以来，石首共组织各类招
聘活动95场，130家企业参与，提供就业岗位6000多
个，帮助企业新招用员工1611人。

工厂建到家门口

在高陵镇谭家洲村家门口工厂，村民杨美云熟练地
给半成品接线板安装零部件。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和料
理家务之余，她便会来这里打零工，一个月能挣2000多
元。

“这份工作门槛低、难度小、时间灵活，只要简单学习
一下就可以胜任，对我们这样需要照顾家庭的人来说非
常合适。”杨美云说。

像杨美云这样的零工，这处家门口工厂里共有50多
人。他们大多是村里的家庭妇女、老年人、残疾人，是求
职群体中的“老大难”。谭家洲村积极对接湖北美奂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由村民进行简单组装工作，按件计酬，一
名熟练工每月能拿到2500元左右。

工厂建好后，老党员李道珍主动请缨，承担起扶贫车
间的日常管理工作。“家门口的工作来之不易，让留守的
村民暖心又安心。”她说。

目前，石首市已建成4个“家门口工厂”，每个工厂可
吸纳30至100人就业。

建立跨省就业联盟

2023年春节后，湖南华容县人戚登宇应聘到湖北仙
鹤新材料有限公司，每月工资6000元，下班后从公司开
车回家只要半小时。

石首市与湖南省南县、华容、安乡三县相邻。于“南
华安”人而言，石首就是他们的“家门口”。今年，石首主
动对接“南华安”三地，创建跨省就业联盟。目前四地联
合开展劳务协作活动4场，有106名“南华安”求职者与
石首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据统计，石首现有“南华安”就业人员 1407 人。
2023年至2024年，来石首市安家的“南华安”人增加了
355人，其中就业197人，创业9人。

“今年，我们计划与‘南华安’三地联合开展合作培
训，让更多‘南华安’人与石首实现双向奔赴。”石首市公
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周炜说。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丙全、通讯员刘娟、王大玲）“收
到政务服务中心的短信提醒，才想起自己的证书即将到
期了。”9月5日，在荆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张女士办完护
士执业证书延续注册手续后庆幸地说。

今年7月，荆州市数据局推出政务服务“提醒办”，通
过电子证照库大数据比对，筛选出有临期证照换证需求
的企业和群众，并匹配手机号码发送短信精准提醒。同
时，考虑到部分企业和群众收到信息后仍可能无法及时
办理，荆州“双管齐下”，将相关提醒清单同步上传至云上
政务平台，由线上帮代办人员进一步对接相关企业和群
众，提供办理指导或帮代办服务。

自去年创建“‘荆’心办”政务服务品牌以来，荆州陆
续推出自助“智能办”、线上“云帮办”和证照“提醒办”三
次“微创新”。首批“提醒办”共开通护士执业证、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执业药师注册证、
特种设备从业资格证等5个高频证照换证办理，预计年
底扩容至10项。

荆州政务服务“小闹钟”上线

湖北日报讯（记者王丙全、通讯员陈政）“警企党建
联盟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帮助企业解决了不少发展难
题。”9月10日，湖北泰普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樊则军
对公安县公安局回访人员说。

湖北泰普新材料有限公司位于公安县青吉工业园，
每天厂区进进出出的大货车络绎不绝。今年6月，公安
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在企业走访时，得知该公司门前道路
中间的双黄线为实线，导致右侧方向的货车进出不便，经
常有货车压线被抓拍。公安县公安局经过协调，及时将
双黄线改成了虚线。

今年以来，公安县公安局以“联企、护企、安企、暖企”
为目标，将青吉工业园区作为“试验田”，构建“一企一警
种”党建联盟，双方信息共享、资源互补，形成了互信、互
助、互促的新型警企关系。针对企业关心的热点、难点问
题，公安县公安局提供定制化服务，出台了30余项便民
利企举措，在警企之间搭起“连心桥”。

公安县警企搭建“连心桥”

取材、固定、脱水，切片、染片、封片
……9月6日，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数智
化病理诊断中心，医务人员正在紧张地制
作着病理切片。每个切片、每个流程，都
标记有电子编码，确保可追溯。制作完成
的切片经过扫描后，被上传至病理信息管
理系统，数据全省共享。

荆州市是湖北的“南大门”，有多个
“口子县”与湖南接壤。我省启动数智化
病理服务体系建设以来，荆州聚焦口子
县、偏远乡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
题，加快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补齐病
理服务短板。

截至9月4日，荆州市共扫描病理切
片 51883 片，申请省平台远程会诊 156
例，其中有42例为湖南华容、安乡等外省
市患者，整体建设进度位居全省前列。

病理诊断报告一键直达省城专家

“没想到在公安县城就能享受到省城
医疗专家的诊断服务，真是太方便了！”9
月3日，在公安县人民医院，湖南籍患者
毛某拿到湖北省人民医院出具的病理诊
断报告后感慨说。

毛某是湖南长沙人，经常在公安县务
工，8月底因为身上长出多处紫色斑疹前
往公安县人民医院就诊。诊断医师发现，
毛某腹部斑疹伴有炎症，疑似患上了扁平
苔藓。听说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可用，毛某
顿时紧张起来。

公安县人民医院病理科主任彭晓蓉
为毛某作了皮肤活检，并将其病理标本制
作为数字切片。她通过AI诊疗进行初
筛，随后又将数字切片不断放大反复观察
细胞病变情况，最终排除了肿瘤和扁平苔
藓的可能性。

“小县城医生诊断到底准不准确？”毛
某心里七上八下。在得知公安县人民医院
加入了湖北省病理远程诊疗系统后，毛某
当即提出申请，并选择请省人民医院病理
专家何慧华诊断。次日上午8时，何慧华
便回传了诊断报告，结果与彭晓蓉基本一
致。经过药物治疗，毛某病情已逐渐好转。

公安县是典型的“口子县”，与湖南安
乡、澧县等县市区接壤，两省居民交往密
切。“安乡、澧县的居民到公安县就诊，只
需1.5小时车程。远程诊疗开通后，公安

县对湖南相邻县市的吸引力更强，辐射带
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彭晓蓉说。

数据显示，今年8月，公安县人民医
院、县中医医院共受理17例外省患者的
病理标本，比7月增加12例。

省市县乡实现互联互通

“今天有标本，请派人来取。”8月下旬
的一天，松滋市人民医院病理科收到信息，
迅速安排专人前往30公里外的松滋第二
人民医院，取回了患者李某的病理标本。

大约在10年前，李某右眼睑下长出
一处赘生物，今年出现溃疡、疼痛等病变
症状。松滋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医生
诊断后，怀疑为基底细胞癌或者毛发上皮
瘤，并为李某做了切除手术。

出于谨慎考量，该院病理科主任徐丹
将李某的数字病理切片上传至湖北省病
理远程诊疗系统，请省人民医院病理专家
进行会诊，仅一个小时便收到结果：基底
细胞癌。幸运的是，李某肿瘤切除比较彻
底，术后恢复良好。

松滋是全省重点口子县之一，口子乡
镇多达11个，群众看病就医过去多往松
滋城区和荆州、武汉跑，很不方便。以刘
家场镇为例，与武汉相距350公里，没有
火车直达，居民到省里的医院看病，开车

至少需要4小时。
“病理数智化以前，如果遇上疑难杂

症需要请省城专家会诊，患者必须从医院
借出实物玻片，并送至省城医院专家手
中，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徐丹算了一笔
账，加上挂号、检查等耗费的时间，患者前
往武汉会诊一次，少则两三天，多则半个
月，交通、食宿花费在千元以上。

数智化病理服务体系，给偏远乡村居
民看病带来巨大改变。6月27日，松滋市
数智化病理诊断中心正式上线运行，形成
了“省、市、县、乡”四级闭环服务体系，患
者“原地采样、交一次费、结果直达”，足不
出乡便可享受到省城专家的权威诊疗服
务。李某感慨说，“如果到省城去找专家
看病，我恐怕连方向都摸不着！”

基层诊疗水平大幅提升

7月26日16时10分，石首市人民医
院病理科收到当地中医医院送来的一份
肺部病变组织，并快速将其制作成冰冻切
片。诊断医师王飞在AI阅片协助下，迅
速出具诊断报告，确认该切片组织为恶性
肿瘤。从接收组织到发出报告，全程仅用
25分钟。

几乎在同一时间，石首中医医院通过
病理信息管理系统接收到报告，顺利完成

了患者的肺部肿瘤切除手术。
数智化病理服务体系建设，不仅带来

“速度”，更带来“准度”。
在石首市人民医院病理诊断中心，该

院副院长、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病理学专家
詹娜，在电脑上观察着一张数字病理切
片。点击AI阅片后不到一分钟，系统便
出具了诊断结果，切片也呈现出红、黄、绿
几种颜色。

“红色为高危，黄色其次，绿色为安
全。”詹娜一边介绍，一边放大切片，原本
指甲盖大小的切片铺满整个屏幕，密密麻
麻的细胞清晰可见。

据介绍，每个病理切片上大约有
5000至26000个细胞，以前用显微镜进
行人工诊断，每张片子至少需要5至7分
钟，而且必须一个医师、一个医师地轮流
阅片。病理切片数字化后，AI助手通过
细胞大小、组织结构，能快速辨别出异常
细胞，多个诊断医师还可以同步阅片，极
大地提升了阅片效率和准确度。

数智化病理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基层
医疗机构诊疗水平快速提升。自去年启
动这项工作以来，石首市人民医院积极着
手人员培训，病理诊断全部对标国家级、
省级标准，获得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和免
疫组织病理诊断能力等三项国家病理质
控中心验证。

荆州加快建设数智化病理服务体系

“口子县”开通远程诊疗
乡村患者看病不再难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丙全 通讯员 周栎 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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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江汉平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探取、分割、缝合……9月9日深夜，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腔镜机器人手术台
上，一台肾癌合并下腔静脉癌栓切除手术
正在紧张进行。

与传统手术不同的是，手术台上只见
4只小巧的机械臂来回翻转、相互配合，精
准地执行各项手术操作。主刀医生则坐
在两米开外的控制台前，透过10倍高清
放大的立体视窗操控机械臂。

经过近6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手术顺
利完成，主刀医生、荆州一医副院长成少
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患者伴有淋巴结
转移，必须对大大小小的淋巴组织进行清
除，手术难度很大。”成少平说，“要不是有
机器人协助，这场手术不敢想象。”

肾癌合并下腔静脉癌栓的手术技术复
杂、风险极高，历来被誉为泌尿外科手术中

“皇冠上的明珠”。过去采用开放式手术，
创面大、风险高。后来改用机器人手术，成
功率大为提升，可是机器人设备只能依赖
进口，价格昂贵，会操作的人少之又少。

国产手术机器人投入商用后，荆州一
医第一时间进行对接，在2022年8月运用
国产机器人开展了全省首例泌尿外科手
术。经过一年多的尝试，该医院发现国产
机器人安全可靠、物美价廉，而且手术费
用减少近一半，于是在2023年底正式引
入。从此，第一例腹腔镜肾癌根治、第一
例肾部分切除……国产手术机器人承担

荆州一医越来越多的高难度手术。
今年4月，61岁的熊先生被确诊为壶

腹癌。荆州一医肝胆胰外科主任鲁号锋
评估病情后，决定采用机器人辅助下腹腔
镜胰十二指肠切除术进行治疗。在团队
和机器人辅助下，鲁号锋成功征服了这一
外科手术中的“珠穆朗玛峰”，患者术中出
血量仅约100毫升。熊先生感慨说：“没
想到在市州医院也能享受到这么先进的
医疗技术！”

随着5G技术的广泛运用，荆州一医
的手术机器人也在不断迭代升级。5月
份，一位赵姓老年患者因排尿困难入住荆
州一医，被确诊为前列腺恶性肿瘤，亟需
进行根治手术。

前列腺癌根治手术，同样是一项高风
险的泌尿外科手术，而且很难将病变组织清
理干净。为此，荆州一医与北京301医院进
行联合会诊，决定在荆州一医为患者进行联
合手术。当天，手术采用“双主刀”模式，中
国科学院院士、301医院泌尿外科医学部主
任张旭在北京操控，荆州一医泌尿外科一病
区主任代海涛和团队密切配合，仅用48分
钟便完成了手术。这也成为湖北省首台

“5G+国产腔镜机器人”远程手术。
截至目前，荆州一医已累计开展220

例机器人腔镜手术，并常态化运用于泌尿
外科、普外科、骨科、妇科等领域，手术数
量位居全省市州前列。

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引入

国产机器人上手术台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丙全 通讯员 杜川 徐智彬 张世琳

“多亏有你们家庭医生帮忙，要不然
我命都可能没有了。”9月10日，家住江陵
城区的卢婆婆对前来随访的签约家庭医
生崔裕明表达感激之情。

崔裕明是江陵县妇幼保健院全科医
师，也是一名家庭医生团队的带队医生，
对口服务沿江社区。卢婆婆和老伴在该
社区居住多年，如今都已年近七旬，子女
不在身边。

今年8月中旬的一天，崔裕明突然接
到卢婆婆老伴的求助电话，他立刻赶到老
人家中，发现卢婆婆倒在地上全身抽搐，
老伴在一旁手足无措。崔裕明检查发现，
卢婆婆很可能是患了眩晕症，立即呼叫救

护车将其送到医院救治，半小时后症状便
得到缓解。

这是江陵县家庭医生服务居民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该县加快建设全省家
庭医生签约高质量发展试点，全县10个
乡镇、管理区全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

家庭医生签约对象优先覆盖65岁以
上老年人、孕产妇、残疾人以及高血压、糖
尿病、结核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
人群，并逐步将签约服务延伸至一般人
群。截至目前，全县共签约群众12.6万
人，签约覆盖率约 50%；签约重点人群
10.5 万人，签约覆盖率 83%；履约服务
42.5万人次。

为提升家庭医生履约服务水平，江陵
县建成5家慢病管理中心、6个家庭医生
工作站和92个工作室，站点设有免费体
检设施，居民体检不限次数，并可免费享
受专业人员的咨询服务。同时，全县组建
了91支家庭医生履约服务团队，每个团
队由3名县乡村医生和1名护士组成，为
签约居民提供健康立档、健康咨询、健康
评估、健康指导等基础服务以及协议约定
的个性化健康服务。

按照江陵县医共体建设工作要求，县
级专家分点包片，下沉至乡镇（管理区）卫
生院和村卫生室，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慢性病讲座、义诊等技术帮扶活动。
对于片区没有及时到场的签约群众，还会
逐一电话提醒。对于重点签约人群，每年
至少提供四次上门随访服务。

崔裕明说，上门服务主要是对签约居
民的体检报告进行解读，并提供血压监
测、血糖监测和心肺听诊等服务。一旦有
异常情况，家庭医生团队便会及时采取处
置措施。

“老年人大多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过
去不舒服就得反复去医院，现在有了家庭
医生，一个电话在家里就能享受各种服
务。”西湖社区的彭阿姨说。

江陵12万居民
有了“家庭医生”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丙全 通讯员 詹才涛 贺柳

公安县中医医院病理科医务人员正在
制作病理切片。

江陵县人民医院
病理医师正在查看数
字病理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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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陵县白马寺镇卫生院门诊医生正
在为群众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