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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洋 通讯员 张
士文 张晓琴）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农

村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遵规守法意

识和文明出行意识，努力营造畅通、安

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近

日，交口县交警大队组织民警走村入

户向村民宣传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通过上门宣传交通安全知识，给

农村朋友敲响了交通安全警钟。

交口县民警针对农村交通安全意

识淡薄，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村民讲

解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向群众

宣讲农村道路交通安全注意事项，提

醒广大群众严禁横穿马路、无证驾驶、

超速、酒后驾驶、三轮车违法载人等。

并结合辖区近期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

典型案例，以案释法。同时还为村民

发放了交通安全宣传资料、张贴宣传

挂图，引导村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抵

制危险驾驶和不文明驾驶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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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日前，在离石

区文丰路乔家沟路段，三辆无牌二轮摩托车

疾速向前行驶，过快的速度、刺耳的噪音引

起路人侧目。正在该路段督导巡查的市交

警支队支队长韩毅发现其中两辆摩托超员，

而且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根据

摩托外观特点、驾驶人为青少年的情况判

断，疑似飙车族。

于是韩毅一直尾随跟踪这三辆摩托车

至凤山路泰化农贸市场西大门对面，之后下

车对三名摩托车驾驶员进行教育，告知其无

牌、超员、未带安全头盔、速度快等行为违反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存在严重安全隐

患，且噪音大扰民。同时，通知辖区大队立

即派警员到场处置。

随即，直属二大队警员火速到场，将三

名 二 轮 摩 托 车 驾 驶 人 带 回 单 位 进 一 步 调

查。经查，三名二轮摩托车驾驶人均未悬挂

机动车号牌、未取得摩托车驾驶证驾驶摩托

车，未戴安全头盔，其中两名驾驶人分别载

人超员二人。鉴于三名驾驶员到案后，认错

态度好，认识到自身违法行为的危害性，且

年龄尚小、刚满成年，对其进行交通安全教

育后，不予行政拘留，但依法扣留其二轮摩

托车并予以罚款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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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小小的诊所，一颗医者

的仁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人

公，他叫白喜长，这是我们身边

的一名基层中医医师，在 40年的

行医路上，他用执着与坚实，默

默奉献，暖心行医，用爱心赢得

周围群众的认可。

白喜长的中医诊所位于兴

县人民西路西关口处，古朴的门

窗门面在这里显得极不

起眼，然而这间小小的

诊所，前来就诊的患者

却是络绎不绝，此时白

喜长正全身心为一名外

地患者看病，一边把脉，

一边询问病情，时不时

露出暖心的笑容，给人

一种和蔼的亲近感。

白喜长告诉记者，

2019 的 春 节 他 又 一 次

在岗位上度过，由于打

电话的病人多，从正月

初 一 就 开 门 接 待 病 人

了，凡是大过年打电话

的病人，大都是病情较

重需要及时救治的。白

喜长体谅理解病人的心

情。在白喜长看来，作

为一名医者，要时刻肩

负责任与担当，痛病人

之 所 痛 ，急 病 人 之 所

急。医者仁心，时刻为

患者考虑，感受病人的

痛苦，对所有病人一视

同仁，尽己所能帮助病

人减缓病痛。

今 年 58 岁 的 白 喜

长出生于中医世家，在

家庭的影响下，从小就

耳 闻 目 染 接 触 学 习 中

医 ，传 承 医 术 家 风 ，在

父辈的教导下，白喜长

从 小 就 明 白 了 医 者 仁

心 、救 死 扶 伤 的 道 理 ，

对 于 病 人 的 事 ，无 小

事 ，必 须 第 一 时 间 处 理 。 采 访

中 ，一 位 家 住 西 滩 坪 的 市 民 来

到 诊 所 ，请 求 白 喜 长 到 家 里 出

诊，为其 90 岁高龄的老父亲看

病。白喜长简单了解情况后就

即 刻 随 往 他 家 看 病 ，经 询 问 把

脉检查，发现老人内热聚集，心

火旺盛，身体表现为烦躁、失眠

等症状，如长期不管不顾，对老

人 身 体 有 极 大 的 伤 害 ，随 对 老

人进行了对症治疗。对于白长

喜 来 说 ，到 病 人 家 中 出 诊 的 事

情是已是家常便饭。

随叫随到，是病人们对白长

喜的统一评价。有位病人告诉

记者，只要家里有个行动不便的

老人，只要稍感不适就

请白大夫，每次都风雨

无阻，让人很感动。白

大夫在近 40 年的行医

实践中，极为注重学习

深造，他不断钻研医学

医术，善于积累经验，

对腰腿疼痛、肠胃疾病

等方面，有着独到的见

解，摸索出一套行之有

效、具有独特疗效的中

医治疗方法，为数不清

的 患 者 解 除 缓 解 病

痛。在行医过程中，白

喜 长 总 是 认 真 对 待 每

一名患者，力求对症下

药，降低病患医药费，

以 实 际 行 动 赢 得 了 广

大群众的信任和赞誉。

“白大夫医德受人

尊敬，找他看病的人特

别多，在兴县、神木周

边地区特别有名，很多

外 地 人 远 地 而 来 找 他

看病，有这样医术好、

医 德 更 好 的 医 生 在 身

边是咱的福气。”正在

这 里 看 病 的 患 者 白 建

兵称赞道。

作 为 一 名 六 代 中

医世家传承人，白喜长

所 传 承 的 不 仅 是 悬 壶

济世的医术，更是救死

扶伤的医德，对于中医

学，白喜长更是推崇备

至，执着喜爱，并为之

奋斗着。就这样，白长喜四十年

如一日，坚守在平凡而重要的岗

位上，救死扶伤，帮扶助困，默默

地履行着一名医者的职责，他心

系病人，为民服务，坚守职业道

德，用热血与坚守书写着自己人

生的华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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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以及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的深入应

用，医疗机构的管理和运行模式也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建立一套完善的、适

用的医院信息化系统已经成为医院发

展的必然趋势。

就我市而言，二级以上医院都有

不同程度的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个别

三级医院也建立了一定规模的临床信

息系统，但很多信息化系统尚处于试

用和探索阶段，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医

院的发展。

据了解，目前我市医疗机构信息化

建设面临的问题有：陈旧的管理模式、

技术人员的不合理组合,专业人才的缺

乏，制约医院信息化建设。目前医院信

息管理技术人才从业人数较少,知识结

构单一，计算机专业毕业人员对医学知

识和医院管理方面的理论知之甚少，而

医学专业的人员可能具备一定的医学

知识和管理经验但缺乏基本的信息技

术技能，所以，现有的技术人员无论数

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医院进一

步发展信息化的需要。

信息化建设缺乏统一的标准。各

医院的信息化系统多自成体系，互不兼

容,使得医院之间的信息共享困难。资

金投入不足，投资结构不合理。信息化

建设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为后盾，虽

然近年来各医院都加大了信息化建设

的投入，但还是相对不足，且结构不尽

合理。据山西省医院信息化建设的一

项调查研究表明，大部分医院在信息化

建设方面的投资普遍偏低,且投入多在

硬件购置方面,软件系统的开发和技术

人员的培养则相对匮乏。受资金投入

不足的影响，一些有利于医院管理效率

或质量提升的信息化项目无法开展。

针对以上状况，加强医疗机构信

息化建设应对症下药，要加大资金投

入。目前，用于信息化建设的投资大

部分需要医院自己筹备，而当前信息

化建设需要装备的先进的硬件设备、

软件系统，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

在医院自身增加投入的基础上政府财

政也应大力支持。

加速人才培养和专业队伍建设。

信息化建设要取得成效，信息人才是

基础是保障。引进、培养信息技术人

才与医疗技术人才同等重要。一方面

要加强在职人员培训,强调一专多能

的终身学习理念，培养精通信息技术

和卫生专业知识的复合型入才；另一

方面要引进具有专业医学基础知识和

卫生管理理论,又具有良好的计算机

专业知识的卫生信息专业的大学生。

建立和完善医院信息化建设标准。

医院信息化的高层次发展就是系统间的

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实现区域医疗信

息化，而信息标准化是卫生信息整合和

数据共享的必经之路。要加强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系统安全管理制度。定期开展

安全检查和检测，提高信息系统的安全

使用能力,同时对涉及电子病历系统应用

过程中和医疗护理执行过程中的法律和

法规问题，须加强规范，并形成医务人员

必须遵守的法律条文。

应重视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
□ 本报记者 梁瑜

主主题题
文文征征

弘扬吕梁精神弘扬吕梁精神
聚力改革创新聚力改革创新

吕梁市委宣传部主办 吕梁日报社承办

2019年8月15日 星期四
政教专刊部主办
组版：康涌波
责编：许晓辉
校对：刘 挺
电子信箱：llrbzhjb@163.com

积
极
检
举
黑
恶
势
力

联
手
共
建
平
安
社
会

3政教专刊

漫
除恶画

扫黑

邢宝明是临县一中一名普普通

通的“80 后”生物老师。2004 年大学

毕业时响应号召来到贫困山区——

临县支教，带着一片深情开始了他精

彩的青春之旅。

2004年 3月 27日，是个特殊的日

子，邢宝明记得很清楚。那天省教育

厅组织了一场扶贫支教的大学毕业

生与贫困地区领导的见面会，在那次

见面会上刑宝明见到了他工作后的

第一位校长——成运兴，成校长温文

尔雅却又朴实动人，在俩人短暂的促

膝交谈中，邢宝明了解到临县一中全

校近 50 个班级竟然只有 7 个生物教

师，当时内心的那种沉痛记忆犹新。

年轻气盛的他不顾亲朋好友相劝毅

然决定到临县一中支教，从此开始了

他的扶贫支教生涯。他和爱人在这

里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同学，一

切从零开始。期间经历了种种辛苦，

但他觉得没什么，干什么不会有困难

呢？克服困难就是实现价值。既然

选择了，就要全力以赴。

参加工作的头四年，邢宝明每年

就最少代 4 个班的生物课，每周工作

量都在 20 节以上。2008 年开始，他

不仅课时多，还担任了班主任，工作

的压力越来越大。2009 到 2011 年每

周都有 30 节以上的课，另外还有 10
节以上的自习辅导。这三年中，课时

最多时能达到一周 34 节课，13 节辅

导。记得那时他代六个高三班一个

高二班的课，周一周二连续两天，早

晨 6∶40 的晨读开始上到晚上 10∶00

最后一节晚自习结束，宝明能做的就

是从这个教室奔赴到那个教室，备一

节课一天之内重复讲六次，到了最后

一次他对教材真的可以倒背如流了，

但他还必须讲出新奇感。那段时间

同事们都称他是“铁人”，学生们称他

“狂人”。其实只有邢宝明自己知道，

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每天回家只要一

躺下就会打呼噜。

在邢宝明的教育生涯中，不管是

代课，还是当班主任，他都兢兢业业，

努力把工作做到最好，工作也得到了

学生、家长和社会的一致好评，担任

班主任的班级每届都能取得优异的

成绩。

2009 年 刑 宝 明 被 中 共 临 县 县

委 、临 县 人 民 政 府 授 予 了“ 无 私 奉

献、师德高尚”的荣誉，

被吕梁市人事局、教育

局授予了“吕梁市模范

教师”的荣誉；2011 年

临 县 人 民 政 府 授 予 了

“高中教育二等功勋教

师”的称号，在吕梁市

教育局、吕梁市总工会组织的课堂

教学基本技能中荣获一等奖；2012
年荣获临县工会办法的“五一劳动

奖 章 ”；2014 年 被 评 为 临 县 模 范 教

师、吕梁市特级劳模，2018 年被评为

山西省模范教师。2018 年被山西省

教育厅、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评委“山西省模范教师”；被山

西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评为“三

晋英才”。

转眼 15年过去了，邢宝明在临县

付出很多，也得到了很多。他们水乳

相融，不可分割。宝明说他要谢谢这

村片土地对他的容纳，让他在最美好

的年华里实现价值。

市委人才办供稿

“三晋英才”青年优秀人才邢宝明——

青春青春，，在扶贫支教一线绽放光彩在扶贫支教一线绽放光彩

吕梁吕梁“三晋英才”
LvLiangSanJinYingCai

弓彦辉是省税务

局派驻临县木瓜坪乡

苗家庄村第一书记，到

任近一年来，他主动作

为，严格落实“两不愁、

三保障”政策。在逐户

走访熟悉村情时，他了

解到村民理发困难，甚

至有位村民自己在家

中用剪子剪头发还弄

伤了脑袋。看到这一

情况，弓彦辉自费购买

了理发设备，重新启动

了村级便民理发室，为

村 民 解 决 了 实 际 困

难。他用真心实意地

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

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 记者 冯海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