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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泉建成全市首家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

接种更高效更安心

本报讯（记者 倪妮 叶武杰
通讯员 王英英）今年8月，全市首

家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在白泉镇

中心卫生院建成。经过一段时间

试运行，日前该预防接种门诊对外

开放。那么，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

与传统的预防接种门诊有何不

同？智慧化又体现在哪些流程？

记者第一时间进行了探访。

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位于白

泉镇中心卫生院三楼。一进入门

诊大厅，便可听到广播按着预约号

提醒候诊市民进入相关接种流

程。门诊的装修整体风格温馨又

充满童趣，设有预检登记室、接种

室、留观区等功能区。各功能区都

有明显的标识、标牌。留观区配有

沙发、儿童游玩区、母婴保健室，为

家长和宝宝提供功能齐全、优雅舒

适的留观休息环境。

记者留意到，相比于传统的预

防接诊门诊，该门诊多处设置了电

子屏，通过叫号系统提醒市民及时

进入登记、接种等相关流程。在大

厅内的一块电子屏上，显示着当天

取号总人数、开放接种台数、等待

登记人数和时间以及当前疫苗冷

链设备运行情况等相关信息。

“啊呀，我忘记带预防接种证

了。”市民杨海英带着女儿前来接

种疫苗，由于忘带预防接种证，打

算回家去取。“现在不用预防接种

证，同样能给孩子打疫苗。”志愿者

将杨海英引导至自助服务一体机

前，指导杨海英打开手机中的浙里

办APP，按步骤申领电子预防接种

证照码，并关联孩子的相关信息，

通过扫描电子预防接种证照帮孩

子挂号。随后，志愿者又引导杨海

英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进行信息的

核实和登记。通过设置在窗口的

显示屏，杨海英还能自助查询疫苗

接种知情告知书、疫苗价格、批次

等相关信息，并通过指纹识别进行

确认。

杨海英女儿完成疫苗接种后，

大厅显示屏上立即显示留观剩余

时间。据介绍，如果留观时间未满

足 30分钟便提前离开，则会通过

人脸识别系统发出报警，提醒市民

按要求完成留观。“普通的预防接

种门诊都要求有预防接种证才能

给孩子接种，如今带着手机就能接

种，方便多了。”杨海英说，智慧化

预防接种门诊在接种全过程均由

语音播放系统提醒进入相关流程，

同时接种信息也更加公开透明，让

接种更高效、更安心。

“区别于传统的预防接种门

诊，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通过以人

为本的医疗服务管理，实现‘无纸

化、数字化’的运作模式，通过充分

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手段，使

疫苗接种更安全、疫苗管理更智

能、预防接种更高效。“白泉镇中心

卫生院院长陈亚说，同时，通过受

种者或监护人脸信息采集，在取

号、接种、自助打印等环节对服务

对象身份进行验证，落实疫苗接种

信息全过程可追溯，实现接种的全

过程闭环管理。

从早期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建

设理念的提出，到如今数字化赋能

实现智慧接种门诊落地，既是我区

对预防接种服务新模式的不懈探

索，也是大数据时代数智结合在我

区生根发芽的真实写照。下步，我

区将不断提升预防接种数字化水

平，在”共富疫苗健康行“上不落下

一人。

凝聚乡贤之力
助力乡村振兴

□朱季

马岙街道乡贤代表近日齐
聚一堂，以马岙文化为载体，为
马岙和美乡村未来发展献计献
策。通过凝聚乡贤力量，发挥乡
贤作用，从而为乡村振兴增添新
活力，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乡贤，是一村一地有德才、
有威望之人。他们品德高尚、文
化见识广、技术才能高，还有奉
献精神，是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
贤人，更是建设农村、振兴乡村
的一股重要力量。要以乡情、乡
愁、乡思为纽带，把这些人组织
起来、凝聚起来，共同为乡村振
兴注入强劲动力。

要积极促进乡贤“回流”。
很多乡贤在外打拼多年，事业有
成的同时，也拓展了眼界、丰富
了阅历，积累了经验，甚至还掌

握不少人力、市场等资源。因
此，要在吸引乡贤返乡创业上下
功夫，通过主动联系、搭建平台
的 举 措 ，鼓 励 、引 导 更 多 爱 家
乡、有实力、口碑好的乡贤回乡
创业发展，积极反哺家乡、支持
家乡建设。

要讲好乡贤故事，树立乡贤
先进典型，建立乡贤资源库，在
全社会营造敬贤、重贤、思贤、
学贤的浓厚氛围，提高他们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要及时出台政
策、健全机制，提供更多优质服
务，切实解决他们在工作、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让他们放开手
脚 、轻装上阵，把更多时间和精
力用到抓生产、促发展上来。

巾帼反诈 守护万家
本报讯（记者 陆晗瑜 通讯

员 凌倩倩）由区妇联组织的“巾

帼反诈 守护万家”活动近日举

行，进一步丰富反诈宣传形式，切

实增强广大妇女群众的反诈意

识。全区各级妇联干部、东海渔

嫂反诈员、最美家庭代表等50余

人参加。

当天，大家一起观看了反诈

题材电影《孤注一掷》，其间，来自

市最美家庭的民警还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讲解了常见的网络诈骗类

型，提高妇女群众对网络诈骗手

段的识别能力，并与东海渔嫂共

同发放《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

手册》和《防范网络谣言宣传手

册》，让“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

全靠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

此外，区妇联还组织巾帼网

络安全宣传员，走进社区、妇女

之家、妇儿驿站，以线上线下结

合的形式，围绕个人信息保护、

网络诈骗防范等对妇女开展宣传

讲解，引导广大妇女群众共同打

造清朗网络空间，平安护航杭州

亚运会。

马岙稻田“长”出咖啡馆
本报讯（记者 胡思佳 张艇

陈炳群 通讯员 俞佳逸 柴莹莹
文/摄）漫步乡间，在稻田里闻着稻

香，喝上一杯咖啡，是一种怎样的

体验？在马岙，咖啡馆搬进了稻

田，限时营业的“稻田咖啡”，让游

客们品味咖啡的同时，还能近距离

感受马岙悠久的稻作文化。

“稻田咖啡”位于东海百里文

廊马岙段支线，标志性景观马岙大

风车旁。远远望去，帐篷支起的咖

啡小屋处于稻田中央，被绿色环

绕。稻田小道上，不少游客穿梭其

中，正感受不一样的乡村体验。“坐

在绿色的稻田中，特别治愈，给人

一种放松的感觉。”市民陈女士坦

言，发现“稻田咖啡”源于一次偶

然。当时陈女士一家途经此地，被

这里的稻田美景所吸引，本想带着

孩子拍张照片，没想到往里走发现

了“惊喜”，乐于分享的她，遂拍了

照片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好多

人点赞，询问具体的位置，也想来

感受一番。”

今年，舟山千年马岙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联合“流浪咖啡”将咖啡

馆搬入稻田，并研发了带有马岙稻

香特色的咖啡饮品，通过将马岙稻

作文化与咖啡文化相结合，让游客

尽情感受马岙的田园牧歌之美。

“这次我们计划限时营业 50天左

右，还特制了好几款符合当地特色

的咖啡饮品。”言语间，“流浪咖

啡”负责人龚梦吉端起一杯刚制作

完成的稻香拿铁，他告诉记者，这

款咖啡就加入了当地稻米磨成的

米浆，相比普通的咖啡，在口感上

会更香甜，为的就是让市民游客更

好地了解马岙的稻作文化。之后，

他们还计划在“稻田咖啡”周边增

加富有稻田特色的草垛及寓意五

谷丰登的饰品等，让市民游客在品

尝咖啡的同时，打卡拍照，近距离

体验马岙美好生活。

记者了解到，马岙稻作历史

与文化深厚，素有“海上河姆渡、

千年稻香村”的美称。“5000 多年

前我们的海岛先民就在马岙这片

土地上种植水稻，这份稻作文化

是马岙独有的，值得去探索深挖。”

舟山千年马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为此，借助今年东

海百里文廊全线开放契机，马岙

在稻上“做文章”，将旅游与稻作

文化相结合，以“千年马岙稻香

节”为契机，将马岙稻作文化延伸

至田间地头。

“‘稻田咖啡’的打造就是我们

思想碰撞的其中一个结果，也是想

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晚稻从绿

色到金色慢慢成熟的过程，为 11

月初举办的千年马岙稻香节做好

前期活动预热。”该负责人说，他

们也将进一步整合辖区旅游资

源，形成特色乡村旅游品牌，并加

快推进“千年稻香馆”建设，通过

借助马岙博物馆做好马岙稻作文

化展示与传承，推广马岙稻米加

工衍生产品——观音米饼等，讲

好马岙稻作文化故事，进一步带

动乡村旅游发展。

图书漂流架起共建“连心桥”
本报讯（记者 尹倩倩 王胜

通讯员 杨焱焱）“希望这本书漂

流到更多的小朋友手中。”9月 19

日下午，在舟山市博伊双语幼儿

园多功能教室，各年龄段的幼儿

们拿着家中闲置的绘本，参与到

“共享知识，让爱传递”图书漂流

活动中。

活动中，幼儿们不仅可以换

到自己喜爱的文具用品、玩具，还

可以让这些书籍开启“新旅程”。

“当社区提出联合举行这次图书

漂流活动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决

定参与，因为这对孩子们来说是

一次很好的公益实践机会，也可

以让各家庭的闲置图书更好地发

挥作用。”舟山市博伊双语幼儿园

园长陈燕萍说，幼儿园后续也会

与社区联合探索更多的公益活

动，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为社区

建设出力。

当天，共有400余本图书来到

昌国街道西山社区未成年人活动

室，让更多孩子在阅读中获得快

乐，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新风

尚。“今天收集的这些书籍，都是

孩子们读过且喜欢阅读的，所以

更适合我们未成年人活动室的打

造，更好地让知识分享、爱心传

递。”昌国街道西山社区工作人员

庄童健说，下步，社区将通过开展

更多活动，与辖区单位定期联动，

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交流合

作，不断提升社区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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