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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全国首届“医患友好度”高峰论
坛在温州召开，来自全国知名医院的专家汇聚温州，
探讨同时提高医患双方的信任和理解。在会上，温
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被授予全国首家“中国医
患友好度示范医院”称号。温医一院的院外关怀系
统也同时启动，在探索改善医患关系、提高医疗服务
质量的探索上，又走出了重要一步。

院外关怀系统，是温医一院在国内医院中率先
启动的就医体验新模式，该系统在医院的官方网站
和APP客户端上同时上线。通过登录“医患沟通”页
面，患者只要持有健康卡号和密码，就可进行健康记
录、医疗咨询、患友会和满意度评价等操作。

如今不少患者对到医院就诊，觉得医生与患者
交流的时间过短，难以满足需求，认为与医生沟通不
够。而通过院外关怀系统，患者在家里通过智能手
机或者电脑进入医院网站后，能有充足的时间把病
情感受先写下来，等到医院就诊时，医生通过电脑就
能看到患者对病情的描述。这样一来，医生可以充
分地了解患者的病情，从而更好地作出诊断。

温医一院信息处处长潘传迪介绍说，院外关怀
系统最大的亮点，就是设置了健康记录和医疗咨询
两项用户体检。患者就诊前可以在系统上自主记录
自身的症状，这些信息将同步到患者的健康卡资料
库中，为医生就诊过程中提供了依据，避免了主诉不
清的情况。另一方面，患者可以选择需要的医生进
行一对一的网络咨询，如就诊时来不及咨询的问题、
院外出现的身体不适等，都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咨询
医生。而医院也对医生提出了相关的任务，要求在
48小时内回复患者的网络咨询。

为了更好地服务住院患者，该院还在妇科等病房
安装了10台平板电脑进行了试点。这样，住院病人
也可以使用院外关怀系统，进一步加强医患之间的沟
通。住院患者可随时通过电脑与医生互动，将治疗感
受告知给医生，同时通过电脑向医生咨询病情；患者
自己也可通过电脑随时查询治疗费用，查找相关病症
的医学知识、注意事项等等；患者在无聊时，也能通过
电脑上上网、看看电影、听听音乐，在轻松欢快的环境
中得到治疗。据悉，接下来，医院将陆续给每个病房
的病床安装上平板电脑。预计将安装4000台左右，院方不收取相关费用。

温医一院院长陈肖鸣说：“目前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很大原因，在于医
疗流程的无用功太多，患者去一次医院耗费好几个小时，但真正和医生面
对看病的时间只有5分钟。时间都浪费在了排队和等待中。温医一院想从
改造医疗流程入手，尽量节约患者的等待时间，同时让医生做到全天候多
角度地和患者沟通。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让看病难逐步成为过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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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朱郁星
市委报道组 倪协勉

本报讯 沿着乐清市柳市镇
后横村近200米的象港路前行，能
看到沿街的工艺美术工坊灯火通
明，不时会遇到艺人们埋头在灯下
创作。从7月12日开始，这里启动
了柳市“中国民间艺术产业园”工
艺美术街改造，是乐清第一条开始
改造的工艺美术街。

后横村地处“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象阳，全村共有 430 户。
村里10%的人从事工艺美术行业，
是黄杨木雕的生产基地，有省级和
温州市级工艺美术大师 16 人、高
级工艺师16人，涉足黄杨木雕、象
牙雕、细纹刻纸等。

良好的区位优势加上扎实的产
业基础，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希望借助
当地独特的产业优势，发展工艺美术
产业。柳市“中国民间艺术产业园”
工艺美术产业街改造项目规划出台，
让这个美好愿景有望得以实现。

按照柳市“中国民间艺术产业
园”工艺美术产业街改造规划，产业
街改造项目分二期建设开发。一期
建设计划将后横村象港路、迎宾路、
工艺路改造成工艺美术街，初步实
现规模化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工艺
美术产业化平台。二期计划建设内
容为“中国民间艺术产业园”，以乐
清黄杨木雕为龙头，象牙雕、石雕、
细纹刻纸、圆木等为辅，集创作、生
产、展览、销售、培训为一体。建成
后，将成为浙南地区的工艺美术产
业集聚中心、工艺美术创意研发中
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心、工艺
美术人才培养中心和工艺美术文化
旅游中心。

“柳市‘中国民间艺术产业园’工
艺美术产业街改造工程项目的建成，
将进一步规范工艺美术产业市场，使
工艺美术产业逐步走上规范化、规模
化的道路。有力解决柳市镇文化产
业的‘低、小、散、乱’现象，有望全面
提高文化产业的品牌和经济效益。”
项目改造负责人介绍。

规范化规模化做大工艺美术业

乐清后横村“枯木逢春”

通讯员 朱郁星
区委报道组 裘谷若 叶玮倩

本报讯 周末，一个人“宅”在
“黎明92”的“一棵树艺术中心”慵懒
地读一本原版小说；闲暇时光，约上
三五好友、在智慧谷的“风吹麦浪”
享受一份惬意的下午茶，或者在浙
江创意园的“七号艺术中心”，欣赏
一场极富艺术气息的主题摄影展
……市民周小姐越来越深切地感受
到，自己的生活小资得如同身处大
都市。

在鹿城，一座座日渐兴盛的“文
化地标”，给市民的休闲生活提供了
更多选择，而随之崛起的文化创意
产业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目
前，黎明92文化产业集聚区、浙江创

意园和智慧谷文化创意园，这3个文
创园区相对来说已经比较成熟，规
模也在不断壮大。并且体现出了日
益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为新兴的
文创园提供了很好的范本。”鹿城区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老一批文创园的影响下，一
系列新的文化创意重点项目相继落
地。据介绍，2014 年鹿城区共有 5
个项目被列为温州市级文化产业重
点项目，包括新邦文创园、温州铝制
品厂文化创意改造、印象南塘白鹿
洲公园文化村、“A378”都市时尚产
业文化园和瓯江沿岸旅游文化开发
项目。10 月，鹿城又将迎来 2 家文
创园“开园”。

地处鹿城区核心区块的新邦
文创园，是今年鹿城区重点打造的

一个文创项目。这个文创园的前身
是温州面粉厂，建筑面积约 3.3 万
平方米，总投资达 3 亿元，建成后将
覆盖广告策划业、电子商务业、动漫
业、温州传统手工艺等多个文化创
意产业。“我们园区还会引进咖啡、
烘焙、下午茶、创意书店和中西特色
餐厅品牌，同时邀约国际知名设计
师共同参与打造设计师主题酒店，
以此来满足现代城市的需求。”温州
新邦文化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奇介绍，园区的一期4幢厂房将于
10 月中旬正式营业，目前已有多家
文创企业确定入驻。

和新邦文创园几乎同时“面世”
的，还有扬业文化产业园。该创意
改造项目是以金融与文化融合为特
色，以瓯瓷文化、创意设计、生活美

学为主题打造的文化产业集约化基
地。项目 2014 年计划投入 2000 万
元，目前正加紧施工，争取在10月份
实现一期开园。

为了给文化产业提供发展平
台，鼓励文创企业做大做强，鹿城区
为参与区级组织的重点文化创意产
业会展的企业提供补助，为企业提
供走出去平台。激活文化产业发展
活力，让鹿城文创产业真正成为温
州乃至省文化产业标杆地区。

据悉，到2017年，鹿城将力争创
成重点文化产业园区 10 个，培育重
点文化企业 30 家，全区文化产业的
增加值总量超50亿元。将文化产业
发展成为新兴支柱产业，打响“创意
鹿城、时尚城区”的全新“城区名
片”。

打造全新“城区名片”

鹿城文创园建设如火如荼
打造全新“城区名片”

鹿城文创园建设如火如荼

瑞安日报记者 朱郁星 项 颖

本报讯 “每个节目都很精彩，
很多官兵和艺术团演员一样，都是
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居民，大家同台
献艺，用熟悉的乡音交流，更容易产
生情感上的共鸣。”尽管距离观看上
次的演出已有半个多月，但回忆起
当时军民联欢同台献艺的场景，某
驻瑞部队政治指导员王如冰仍饶有
兴致。

王如冰所说的演出，是瑞安市
新居民艺术团今年举办的第 9 场演
出。2012 年 12 月成立的瑞安市新
居民艺术团，目前吸纳了瑞安市各
行各业擅长文艺的 120 余名新居民
团员。作为一个非营利的志愿者
组织，新居民艺术团所有人员都是
兼职者，义务奉献自己的一技之
长。

今年 33 岁的安徽人孙翔，是瑞

安市老年大学的一位声乐老师、市
合唱团领唱，如今也是新居民艺术
团的干事。科班出身的他，学生时
代就经常上台演出。“在瑞安，人生
地不熟的，根本没有展现平台，感觉
技艺生疏。”2012 年，他参加新居民
才艺大赛后，进入新居民艺术团成
为志愿者。

“经常性参加演出，丰富了我
的业余生活，专业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而且还认识了很多同乡，感觉
自己在瑞安也是有‘兄弟姐妹’的
人。偶尔遇到个烦心事，也是有

‘娘家’可回。”来自湖北的袁学兵，
是华峰氨纶有限公司的一名保安，
对于这个新居民艺术团的志愿者
身份格外珍惜。“对我而言，艺术团
志愿者是梦想的摇篮！”袁学兵从
小到大都很爱唱歌，以前在广州打
工时也曾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演
出。2005 年来瑞务工，曾在酒吧当

过驻唱歌手，但因竞争压力太大，
最终选择了一份比较简单稳定的
工作。但在袁学兵心里，对于唱歌
的这份爱好却从未熄灭，一直希望
能有一个平台让他发挥。“只要工
作允许，我不会错过任何一场演
出，那对我来说是梦想的舞台，让
我能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上前行。”
言语间，袁学兵神采飞扬。

团骨干成员是各自所在单位
的业务骨干或项目负责人，平时工
作繁忙，压力巨大。但在艺术团这
个平台的召唤下，大家挤出时间，
不计回报，都表示在这个平台上找
到了自信和“兄弟姐妹”。

多年来，活跃在瑞安市婚庆主
持、演出和娱乐场所驻唱的多为
新居民，他们身怀“绝技”却苦于
没有属于自己的平台。借着 2012
年“海纳百川·大爱瑞安”系列活
动的东风，瑞安市新居民局牵头

举办了首届新居民才艺大赛。从
当年 4 月份预热开始，备受新居民
追捧。

“ 当 时 报 名 的 选 手 达 300 多
人，经过 5 个多月的激烈‘角逐’，
评选出优胜。”市新居民局副局长
包志定说，待奖项尘埃落定，新居
民局开始考虑怎么让这些艺术人
才“发光发亮”。于是在 2012 年 9
月 26 日，“新居民艺术团”应运而
生，100 多位参加复赛的选手被吸
纳为新居民艺术团志愿者。

“新居民艺术团成立以来，让瑞
城老百姓看到了新居民积极向上的
一面，丰富了新居民的业余生活，也
成为了政府的对外‘宣讲机’，在宣
传政策、法律法规方面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包志定表示，下半年，还
可能组织第二届新居民才艺大赛，
吸纳更多有艺术才华的新居民志愿
者参与。

新居民艺术团活跃瑞安
县委报道组 周海港
通讯员 陈祥磊

本报讯 在泰顺县司前畲族
镇左溪村，一提起畲族传统的民族
歌曲，当地老人都能哼上几首。为
了让畲歌更好地传承，8 月 26 日，
左溪村畲歌培训室里，数十位身着
畲族盛装的村民，共同见证着一个
重要的时刻：左溪畲歌队伍培育基
地成立。

泰顺是浙江省畲数民族工作
的重点县。司前畲族镇左溪村共
有人口 2137 人，其中畲族人口占
62.3%，是畲族人口聚集的少数民
族村，村里至今保留和传承着特有
的传统习俗、服饰、歌舞、语言等畲
族文化。作为县里畲族人口最多
的村，左溪村的畲族文化挖掘和建
设倍受重视。

近年来，左溪村除了成立畲
歌队伍，还陆续启动民族风情特
色街外立面改造、畲乡小院(城中
村) 改 造 、村 民 中 心（畲 族 民 俗
馆）、文化广场、滨水公园等工程
建设。伴随着村庄基础设施的不
断改善，村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需求也不断增长。其中，保护和
传承好畲族传统歌曲成了大家共

同的心愿。
“现在村庄变美了，生活也比

以前富裕了，可是会唱畲歌的年轻
人却越来越少，老祖宗留下来的好
东西，我们要传承好、保护好。”左
溪村党支部书记蓝学许说。

活动现场，司前畲族镇与畲族
知名歌手蓝永潇签订了长期合作
协议。这标志着蓝永潇将长期执
教左溪畲歌队伍培育基地，帮助当
地的畲族同胞学唱民族歌曲，与大
家一同传唱交流畲歌。

签约结束后，蓝永潇演唱多曲
原创代表作品，并与在场的畲歌队
伍成员交流畲歌传唱技巧，现场教
大家唱起了自己的代表作《凤凰与
山客》。同时，几位畲族小歌手的
演唱着实惊艳，展现了畲族歌曲别
样的魅力。

畲族山歌的传唱在左溪人的
心目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份量。“畲
歌队伍培育基地的成立，将成为保
护和传承畲族文化的有力抓手，我
们也将通过畲歌队伍培育基地，着
重培育优质畲歌队伍，让更多的青
少年熟知、参与弘扬民族特色文
化，为宜居宜游的美丽畲乡建设打
好基础。”司前畲族镇委书记雷子
亮说。

提升民族村寨发展“软实力”

泰顺建畲歌队伍培育基地

区委报道组 叶晓东

本报讯 日前，龙湾先后在
镇中、兴北、白水 3 个文化礼堂举
办了一场 7 岁儿童开蒙礼。多家
文化礼堂纷纷效仿，掀起学前儿
童开蒙启智热潮。

在永中街道镇中文化礼堂，

20位小学一年级准学生排成整齐
的队伍，整肃衣冠，怀着恭敬感恩
的心，向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
行鞠躬礼。接着，老师们为学童
一一点朱砂启智，并分发象征开
启智慧、吉祥、好兆头的“智慧
笔”。学童开笔破蒙，模仿写人
字、学做人，希望以后做一个顶天

立地的人。最后，老师带领学童
诵读《弟子规·总叙》：弟子规，圣
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
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与会代表
还欣赏经典颂读《论语》表演节
目。

据悉，举行儿童开蒙礼在龙
湾尚属首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

主办、文明办承办，区传统文化促
进会协办。本次活动不仅是对我
们流传千年的传统文化一种敬重
与传承，也是对消失的礼仪的一
种重塑与弘扬。开蒙礼将在龙湾
各文化礼堂、各幼儿园、小学进行
推广，力争将其发展为每年固定
的文明礼仪活动。

龙湾举办儿童开蒙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