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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梅菜扣肉、胡萝卜
玉米、紫菜汤，这是石坦巷小学
二年级学生丰硕在学校吃到的
午餐，这份午餐来自中央厨房的
统一供应。从本月起，中央厨房
向温州市鹿城区 15 所学校 18 个
校区的 7000 多名师生供应营养
午餐。

中央厨房是餐饮制造业的一
种，泛指可以在单一用餐时间里，
能够提供 1000 人份以上餐点的
熟食供应，是集约化、标准化、专
业化、产业化的现代化食物加工
系统及运营模式。中央厨房可以
通过规模化的生产节约成本，同
时也将分散在各个学校的午餐安
全卫生问题集中监管。

鹿城区15所学校18个校区，
其中有 10 个校区没有食堂，学生
中午只能回家，或者在校门口小
餐馆吃饭，一些学校的食堂硬件
条件不达标，食品安全存在隐
患。这 18 个校区成为首批“中央
厨房学生营养餐”项目的试点校
区。

近日，首批家长走进运作中
央厨房的企业——浙江百珍堂食
品有限公司。百珍堂厂长高卫帅
具有多年运营中央厨房经验，他
耐心地向媒体、家长解释了生产
的每一个细节。从食材控制到生
产过程，以及工作人员的健康情
况，每一项都有检测，每一个步骤
都有 360 度无死角的视频监控。
同时中央厨房还花费上百万元引
入微波隧道，既可实现杀菌功能，
也能在冬天确保食物的温度不会
迅速降低。

9 月 12 日中午，一个巨大的
显示器被安装在中央厨房的大院
内，实时播报营养餐生产车间的
生产画面。该显示屏可同时显示
14 个实时画面，还可切换画面，
对某一画面进行仔细观察，监控
范围涵盖了菜品从粗加工到成品
到包装的全过程。

当天，中央厨房还推出微信
公众号，只要家长添加并关注“食
补小厨”，就可以在每周五的下午
看到下一周的菜单，同时每天早
上 10 时，微信公众号还会将当天
做好的菜品实物图发送出来，让
家长在手机上就可以即时监督午
餐的品质与营养搭配。若家长有
建议，还可以直接留言，中央厨房

将吸纳各种好点子。
如今，18 个校区的学生家长

组成了一个“飞行检查团”，可以
随时进入中央厨房进行突击检
查。百珍堂总经理张灜做出承
诺，将尽快在企业门口设立大型
显示屏，实时播放每一道生产工
序，全程透明化接受社会监督。
相关职能部门对中央厨房也保
持高强度的监管，确保卫生安
全。鹿城区教育局近期则每天
派人前往学校了解情况，并把师
生与家长的建议与意见反馈给
中央厨房，不断改进供餐细节与
样式。中央厨房每周五向学校
发放下周菜单，征求意见，同时
聘请营养顾问，指导营养午餐的

均衡。
“如果中央厨房能像我们看

到的那样一直保质保量，我们还
是放心的。”丰硕的父亲认为，这
种模式可以接受。中央厨房模式
目前在杭州、上海以及诸暨都有
成功运作的案例，鹿城区教育局
为此还考察了台湾新北市供应学
校午餐的中央厨房。

鹿城区现有所辖公办中小
学 56 所、民办小学 9 所，学生数
6.3 万人。如果中央厨房模式可
行，鹿城区教育局将会引入多家
企业参与竞争，促进中央厨房更
集约的生产与规范化的管理，让
学生都吃上安全卫生的营养午
餐。

温州鹿城集中管理学校用餐

学生餐，来自中央厨房

中央厨房生产营养午餐的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安全卫生管理。

记者 杨振华
区委报道组 胡小飞 俞锐

75 岁的黄水渭，是衢州市衢江
区太真乡王家山村党支部书记。面
对记者，他说出了一句令人惊讶的
话：“我才刚刚‘懂事’。”记者不禁心
生好奇：“为什么才刚‘懂事’？‘懂
事’了，准备做什么？”

话要从 20 多年前说起。51 岁
的黄水渭，窝在深山做了半辈子农
民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全家
进城去创业。来到衢州城，从开小
饭店起步，一路起早摸黑的辛劳坚
持，黄水渭一家开出了 4 家饭店。
此后，黄水渭又涉足过化工原料、汽
配等项目，目前他是衢州一家装饰
材料公司、一间房地产开发公司和
一座农贸市场的负责人。

创业路上几番沉浮，黄水渭没
觉得自己“懂事”了，因为他都还只
顾着小我、小家。2006 年，仍然窝
在深山的村民，渴望摆脱贫穷，选举
黄水渭为村委会主任，希望他带领
村民共同致富。盛情难却，黄水渭
虽然“心仍在城里想赚钱”，但却个
人出资，对村里投注了很多帮助。

黄水渭觉得自己真正“懂事”，
是在 2009 年当选村支书后，他的
心，也回到了村里。“村里差不多还
是我进城打工时的样子。我自己发
展好了，村民都对我寄托希望，还不

愿带领村民一起致富，那就是不‘懂
事’了！”

“懂事”后的黄水渭，回村谋划
村民共同致富。村集体一穷二白，
村办公楼破旧不堪，连个开会的场
地都没有，就从“脸面形象”开始改
变。黄水渭自己拿出 50 多万元，修
缮加固、配备办公用具。同时，建起
村养老中心，还是他掏钱，雇人烧
饭、洗衣照顾村里老人。

要想富，先修路。村民的主要
收入靠毛竹、木材，黄水渭自己掏钱、
申请补助，组织修好村庄道路后，开
始修林区道路。“长湾、坞里、中央坞
口、淹坞等等，一条一条建起来，今年
准备再完成 2 条。”黄水渭说，靠肩
背一人一次只能扛几百斤，拖拉机进
去一次就能运走一万公斤，运输成本
降下来，村民收益就上去了。

在引进来料加工点后，黄水渭将
未来的致富发展蓝图，投向了生态休
闲旅游。杭新景高速公路正在兴建，
且在太真乡设有出口。黄水渭不无
兴奋地说：“我们这里的生态环境很
好，但以前从衢州城里过来都嫌太远
太偏。现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游客，
高速直接可以到达，这可是个发展的
大好机会啊。”眼下，他还有一个设
想：修建太真洞——仰天山——王家
山的4.5公路道路，形成贯穿当地热
门景点太真洞、红色灰坪的“大环
线”，增加可玩性，吸引更多游客。

黄水渭：年过古稀刚“懂事”

黄水渭（右二）与村养老中心的老人们聊天。 杨振华 摄

智慧医疗模拟医院

为医院添智慧，让看病更便捷

杭州高新区：打造“智慧医疗”产业新天地
文/余小平 宋桔丽 戴睿云

走进医院，可以在N多台自
助挂号机上自助取号，选择当班
的医生，知晓就诊时间，不用在
排队上浪费时间体力；

下载“掌上医院”手机 APP，
身体不舒服时，就通过手机实时
挂号，直接赶往医院就诊；

住进医院，生命体征动态监
测系统，会通过患者手上腕带追
踪和智慧床垫实时测量，病人身
处何处、健康状况等信息都明明
白白地浮现在屏幕上，一有异
常，信息系统能第一时间通知医
生⋯⋯

这些情景已经或正在成为
我们身边医院的新常态，这背后
是智慧医疗产业的强大支撑。
来自杭州高新区（滨江）的智慧
医疗企业，正用这些前沿的技
术、产品和智慧医疗解决方案，
实现这些可能。他们改变了医
院诊疗和病人就诊模式，让“看
病”这个老大难问题，变得轻松
起来。

近年来，杭州高新区（滨江）
努力实现从“天堂硅谷”到“智慧
e 谷”的跨越，大力发展信息经
济。其中，智慧医疗产业成为一
股发展迅猛的新力量。目前，该
区已经集聚了医惠科技、银江股
份、和仁科技、创业软件、泰格医
药、好络维等一批“智慧医疗”
创新企业。

随着“杭州国家高新区智慧
医疗产业基地”项目正式落点该
区，该区也明确了发展智慧医疗
产业的蓝图：大力发展智慧医疗
网络服务业及其装备制造业，力
争用 10年时间将打造出一个千
亿级的智慧医疗产业基地。

一次次排队，一次次拿报
告，一次次缴费⋯⋯一提起去医
院看病，许多人都会皱起眉头。
在大医院，医生一天工作十几个
小时稀松平常，面对一拨又一拨
如潮的病人，他们都要打起十二
分精神，否则小小差错就可能导
致激烈的医患矛盾。

信息经济时代，智慧医疗企
业应运而生，他们让医院变得信
息化、人性化、智慧化，减轻了医
患双方的负担。

在位于高新区（滨江）的医
惠科技的模拟医院，我们见到了
这样的情景：

在自助机上完成自主挂号
后，在候诊时，患者先到医院的
自助评估机前，自己做一回医
生。按照屏幕要求，患者依次自
主录入血压、血糖、温度、身高等
基本信息，提前完成医生要问的

基础性问题，然后到门诊系统和
护士确认。轮到患者看病时，医
生的电脑页面上已经有了他的
基础信息，大大节约了病人的就
诊时间。

对于身体虚弱的患者，营养
点配餐管理系统通过二维码腕
带，随时了解病人信息和身体状
况，为病人提供流动点餐服务，
避免出现食物禁忌的情况。

在输液室内，有移动门诊输
液系统维持秩序。输液前，医生
先刷一下患者手腕上的腕带及
输液器上的条码，确认信息无
误，再进行输液。

育婴室里，婴儿纤细的手臂
上被戴上小小手环，手环里嵌入
智能芯片，随时追踪婴儿的行
踪；有人把婴儿抱出育婴房，警
报器就会报警⋯⋯

从患者的状态，到医疗

器械消毒、药品分发、医疗垃圾
收集处置⋯⋯医院的每一个环
节都被信息化、智能化，这都是
智慧医疗信息平台在出力。

医惠科技的服务对象已遍及
600 多家国内医疗机构，对医院
内部进行业务流程再造，从数
据、业务流程、管理、服务等多方
面为智慧医疗提供支撑。

在高新区（滨江），还有服务
对象达 3000 多家的医疗卫生行
业信息化建设全面解决方案提
供商和服务商——创业软件；拥
有电子病历系统、临床数据中心

（CDR）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数
字医疗信息产品与解决方案提
供商、系统集成商、服务提供商
——和仁科技等一大批拥有核
心竞争力的智慧医疗企业，为缓
解看病难提供技术支持。

“智”解看病烦：医院“聪明”患者舒心

在高新区（滨江），智慧医疗产业不仅
有落脚之处，更有广阔的发展和应用空间。

在高新区（滨江）西部入城口，该
区规划了 5.6 平方公里的智慧新天
地，并在智慧新天地建设智慧医疗产
业基地。智慧医疗产业基地项目主
要功能分为产业发展、服务配套、基
础设施三大类，规划总面积 88.27 公
顷。据初步测算，智慧医疗产业基地
总投资将达到150亿元以上。

在这片三江交汇、山水相望之地，
作为浙江省“智慧医疗”操作系统软件
技术创新综合试点，智慧医疗产业基
地将重点培育和发展智慧医疗网络服
务业和智慧医疗装备制造业，打造“智
慧医疗”产业集群，实现智慧医疗服务

业与制造业产业联动发展。力争通过
10 年努力全面建成，实现智慧医疗服
务业与制造业产业联动发展，把“智慧
医疗”产业打造成杭州高新区第二个
产值超 1000 亿元的产业集群，基地内
拥有智慧医疗服务业与制造业骨干企
业 200 家以上，其中销售亿元以上企
业 50 家，努力建设成为全国“智慧医
疗”产业集聚和引领示范区。

智慧新天地，还将作为全区信息
产业应用示范区域，鼓励信息产业成
果在这里首先应用，成为智慧城市建
设、智慧医疗应用的样板区；同时高
新区（滨江）还将在全区范围鼓励信
息产业应用本地化，鼓励智慧医疗产
品和解决方案首台套采购。

目标千亿级：智慧医疗规划新天地

移动互联网是个放大器，搭起了
医院——患者——亚健康人群的桥
梁。 急病上医院，慢性病患者和亚健
康人群的健康管理如何改善？在高新
区（滨江），有一家公司在国内率先专
注“移动智慧医疗”产品开发、生产、销
售的国家高新企业——好络维。该公
司的产品和技术平台，搭建了以区域

（省级）医疗为龙头，向下连接市（县）
二级城市医院乃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三级医疗体系，使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让百姓在社区服务中心就可享受
到大医院的专家服务。公司的专业便
携医疗设备进入百姓家庭，可将监测
的人体生理参数远程传输到医院平
台，让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大
医院提供的精准的个性化医疗服务，
提醒你管理好自己的健康。

在杭州，这样的产品和平台已经得
到应用，服务患有慢性病的基层百姓。
作为桐庐一项惠民工程，桐庐县卫生局
在各乡、镇、村建立远程诊疗点，利用好
络维公司的无线网络生理参数监测仪、
腕式监测呼救定位器及无线网络血压
计、心电采集器等检测仪器和设备，建
立以心电诊疗、血压为主的分级远程健

康管理网络平台，共发放 2000 多台监
测设备终端。医生虽然不能随时在你
身边，却有一个 24 小时运转的监测平
台守护你的健康，成为你生命的卫士。

项目运行近 3 年来，监测人次超
过 18 万人次，其中血压监测 16 万例，
单导心电监测 1 万余次，多导心电 1
万余次，远程心电会诊 500 余例，新发
现心脏、血压问题病人 800 余例，处理
紧急呼叫 200 余例，成为了桐庐县名
副其实的“生命网”，为交通不便的农
村地区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在高新区（滨江），像这样专门从
事远程医疗系统研发的企业还有不
少。华为杭州研发中心推出的智慧
健康协作应用解决方案可以实现远
程会诊等诸多功能。该区另一家企
业银江股份，也把智慧医疗作为重要
发展领域，生产开发了移动门诊输液
系统、移动临床信息系统等众多智慧
医疗解决方案。

今年 8 月开始，高新区（滨江）的
“智慧城市”建设也开始启动，“智慧医
疗”项目将逐步落地。目前，该区卫生
局正在与好络维等企业进行洽谈，引入
更多新智慧医疗产品服务本地居民。

24小时守护：健康管理如影随形

·资 讯·

智慧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