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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师范学院 2015 届美术学专
业本科毕业生郭辉报到证丢失，编号：
201510099200702，声明作废。

▲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2021 届
外科学专业硕士毕业生马骏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10089210184，声明作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2022 届汉语
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阴晓东就业协
议书丢失，编号：02202566，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2022 届商务
英语专业毕业生赵辰龙就业协议书丢
失，编号：2201699，声明作废。

▲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 2022 届
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刘雅琪就
业协议书丢失，编号：22014969，声明

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 2022 届法学专业

本科毕业生李瀚松就业协议书丢失，编
号：【2210099】0200291，声明作废。

▲河北银河盛世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不慎丢失海关签发的机动车《货物进
口证明书》，该车的《货物进口证明书》
编号：H22190332509，车名：天将雄狮
12419CC卡车底盘，车型：4/3/柴油型/
26000KG/MAN/TGX 26.480，车架号：
WMA21XZZ5LM846186，发 动 机 号 ：
D2676LF3851555372295537，生产日期：
201910。特此声明作废。

▲沧州师范专科学校 2006 届旅
游管理专业两年制专科毕业生李文
佳 毕 业 证 书 丢 失 ， 编 号 ：
101051200606002392，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2022 届软件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岳宏
圣 就 业 协 议 书 丢 失 ，编 号 ：

HBU2201124，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

2022 届软件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郑宇
龙 就 业 协 议 书 丢 失 ，编 号 ：
HBU2201123，声明作废。

▲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 2020 届
产品设计专业本科毕业生马小钰就业
协议书丢失，编号：2030837，声明作废。

▲华北理工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2022 届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本科毕业
生 梁 亦 寒 就 业 协 议 书 丢 失 ，编 号 ：
20221008103969，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 2022 届小学教育
专业本科毕业生朱丽就业协议书丢失，
编号：［2210099］0101781，声明作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2022届小学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王子轩
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02200324，声明
作废。

▲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 2022 届经

济学专业本科毕业生李家熙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2203428，声明作废。

▲袁卫东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
094186，特此声明。

▲河北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 2021
届麻醉学专业硕士毕业生李镇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10089210722，声明作废。

▲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2022 届图
书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贾皓玥就业
协 议 书 丢 失 ，编 号 ：HBU2200657，声
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2022 届
心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王猛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2221109，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2022 届
心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王硕就业协议
书丢失，编号：2221082，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教育学院 2022 届
心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刘宇峰就业协
议书丢失，编号：2221097，声明作废。

▲廊坊师范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
院 2022届软件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周
子涵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0222171，
声明作废。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2022 届应用
统计学专业毕业生符源就业协议书丢
失，编号：02201823，声明作废。

▲沈羽佳居民身份证丢失，证号：
130631200200202010825，声明作废。

▲唐山师范学院数学与计算科学
学院 2022届统计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陈
润 芳 就 业 协 议 书 丢 失 ，编 号 ：
22100990984，声明作废。

▲北京交通大学海滨学院 2022 届
软件工程专业本科毕业生赵文池就业协
议书丢失，编号：221420201778，声明
作废。

▲河北大学 2022 届生物科学专业
毕业生袁一博就业协议书丢失，编号：
HBU2202151，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定：中冀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0MA07U9PU64，核准日期：
2016 年 8 月 10 日，法定代表人：耿建
明），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1000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237000万元人民币，
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债权人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联系人：李林志，联系电
话：010-83272900，联系地址：北京市
丰台区丰台北路 18 号金唐中心 C 座
22层。

特此公告。
中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25日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日前，省卫生
健康委印发的《河北省“百强县医院提质行
动”工作方案（2022—2025年）》提出，将以国
家卫生健康委“千县工程”县医院名单中我省
65 家县医院为主体，以其他规模适宜、服务
能力较好、具备一定管理基础的35家县（市、
区）医院为补充，实施河北省“百强县医院提
质行动”县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作。到 2025
年，全省至少70家县医院达到三级医院医疗
服务能力水平，有效发挥县医院县域医疗中
心作用，将县域内就诊率提升至90%以上，做
好县域居民健康“守门人”。

为稳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原则上，纳入
到“百强县医院提质行动”的县医院每年建设
1—2个县级临床重点专科，“十四五”期间至
少建设 1 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重点加强肿
瘤、神经、心血管、呼吸、儿科、妇产、重症、急
诊等专科防治能力，改善硬件设施设备条件，
推广内镜介入等微创手术和MDT（多学科会
诊）、中西医结合等新型诊疗模式。加大对重
点领域、紧缺专业、关键岗位专业技术人才的
引进力度，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临床进
修、学术交流等多种方式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依托县医院构建肿瘤防治、慢病管理、微创介
入、麻醉疼痛诊疗、重症监护等临床服务五大
中心。同时，将进一步强化胸痛、卒中、创伤、
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等
急诊急救五大中心，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管理
制度和流程，落实诊疗规范。

在此基础上，将充分发挥县级医院救治
能力提升工程建设成果，在县（市）医院建设
相对独立的传染病病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更
新换代医疗和检验检测仪器设备，完善停车、
医疗废物和污水处理等后勤保障设施，改善
医院诊疗环境，全面提升县级医院传染病救
治能力。对脱贫县县医院继续实行城市三级
医院“组团式”支援，通过派出医务人员、专科
共建、临床教学、业务培训等方式，促进优质
医疗资源下沉。

为有效提高管理运行效率，该行动明确
提出，县医院全部参加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落
实功能定位，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和科学
管理水平。县医院牵头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远程医疗协作网，并与城市三级医院建立
远程医疗服务管理和双向转诊通道，统筹管
理县域医共体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整体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

同时，将以县域医共体为载体，建设互联互通的医学检验、医学
影像、心电诊断、病理、消毒供应等资源共享五大中心，提高县域医疗
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巩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制度，力争到
2022年底，实现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全覆盖，促进县域内各医疗卫
生机构服务同质化。同时，依托县医院建设县域医共体内的医疗质
控、人力资源、运营管理、医保管理、信息数据等高质量管理五大中
心，强化县医院对县域医共体内的医疗卫生机构的协调管理。

在大力改善患者就医体验和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方面，该行
动还提出，将逐步推进县医院患者综合服务中心（窗口）建设，提供健
康管理、健康科普、健康教育、疾病预防、门诊和住院等一体化服务。
巩固完善预约诊疗制度，以肿瘤、疑难复杂疾病、多系统多器官疾病
为重点，推广门诊和住院多学科诊疗模式，将药学、中医等纳入多学
科会诊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县医院推行日间手术，逐步提高日间手
术占比。支持专科服务能力强、质控基础好的县医院牵头组建县级质
控中心。县医院全部实施临床路径管理，实施临床路径管理的病例数
达本院出院病例数的50%以上。

河北日报讯（记者崔丛丛）
近日，记者从石家庄市教育局获
悉，该市启动“双名工程”，每三
年为一个培养周期，计划培养
1400名名师名校长。

今年，石家庄市推出了教育
高质量发展1+7专项行动计划，
并出台《石家庄市教育高质量发
展跃升总体方案》，提出了“一年
见成效、三年上台阶、五年大跃
升”的目标。7个专项行动中最
重要的一个跃升就是校长教师
队伍素质全面跃升，为此该市制
定了《石家庄市名师名校长培养
工程实施意见》，提出“每年市本
级财政投入不低于1000万元支
持名师名校长培养”，分梯队打
造石家庄市中小学各层次教育
领军人才。

据介绍，石家庄市“双名工
程”设置三项培养计划，分别为

“领航计划”“远航计划”“启航计
划”——

“领航计划”旨在培养在全
省乃至全国教育教学改革实践
领域的教育领军人物，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培养规模为 100 人
左右。该计划采取“导师团”培
养模式，聘请国内专业导师进行
联合培养。

“远航计划”旨在培养引
领全市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的
专家型校长和教师，帮助其跻
身全市名师名校长第一梯队，
培养规模为 300 人左右。该计
划采取“共同体”培养模式，遴
选 主 持 人 带 队 进 行 共 同 体
培养。

“启航计划”旨在培养具备
一定教育教学研究和管理能力
的成长型校长和教师，有志有潜
力在教育教学和管理岗位上起
到指导、示范、带头作用，培养规
模为1000人左右。该计划采取

“项目化”培养模式，对培养对象
进行定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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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肾内科主管护师王娇娇正在给
患者讲解如何对慢性肾病进行
管理。

河北日报通讯员 崔 瑾
记者 张淑会摄

AI + 医 疗
影 像 、手 术
机 器 人 、

AI + 病 案 管
理、AI+健康管

理……作为新一
代创新技术，人工

智能（AI）与医疗健康
领域的融合不断加深，

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由
此也出现了很多医疗服务

的新模式。近年来，国家相关
部门也出台了不少相关政策来

促进AI医疗的发展。
“当前医疗资源不足，导致患者

走出医院后，医生难以获得患者情况，患者也
不能及时了解病情进展，医生和患者对疾病
管理的需求同样迫切，这在慢病领域尤其明
显。”徐金升说，慢病的健康管理过程，是一个
连续的、长期的过程，加之其康复治疗阶段、
治疗药物复购等行为多发生在院外，院外的
日常生活习惯和环境对病情发展影响大，因
此，很多地方和医疗机构或引入或研发，探索
AI在慢性疾病管理中的应用与推广。

“我们的平台和管理模式，引发了肾脏
病学界专家的共鸣。”徐金升介绍，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系统立足疾病特点，很好地结
合了肾病临床工作实际，实现了患者信息
流、数据流和医护指令流的多元程序性融合
链接。

据介绍，为推动服务水平和患者体验双
提升，有效缓解群众看病就医民生难题，目
前，河北医大四院AI+线上诊疗平台被省医
改办在全省推广。

“要更好地利用AI服务医生和患者，我
们的平台和系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
徐金升介绍，比如，系统如何更符合疾病管
理特点，怎样确保大数据的来源与质量、医
疗信息如何实现标准化、如何更方便患者应
用等，都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机遇与挑战并存。徐金升表示，今后，他
们将向下级医院和基层医院延伸，努力
做好基于学术基础的区域化慢病管
理，切实推动慢病管理从“单纯
诊疗”转向“综合管理”。

患者自我管理更主动更内行，医患联动更紧密更高效，诊疗服务更精准更及时

AI赋能，让慢性肾病患者管理更智慧
河北日报通讯员 崔 瑾 记者 张淑会

石家庄市“双名工程”启动

每年市本级财政投入不低于
1000万元支持名师名校长培养

慢病前期症状不明显，

绝大部分患者对自身病情

缺乏认知，往往是患者在家

单纯吃药，医生在诊疗过程

中唱“独角戏”，双方基本处

于“失联”“失访”状态……

这些问题加剧了患者病情

进展不可控，也使重大慢性

病致残率和过早死亡率、医

疗费用等居高不下。

如何破解这些问题？

2018年以来，河北医科大

学第四医院肾内科结合慢

性肾病患者的特点，创新研

发了AI+线上诊疗平台，倾

力打造慢性肾病诊疗新模

式。相比传统诊疗模式，这

一模式有什么特点，对专业

医生和慢性肾病患者有哪

些好处，对慢病管理带来什

么启示……日前，笔者就此

进行了采访。

7月11日下午，省会市民赵先生在妻子
陪同下，来到河北医大四院肾内科门诊复诊。

几年前，赵先生被诊断出患有多种疾
病，其中慢性肾病已发展到三期。

“这段时间，您的病情控制得不错，不用
调药了。”肾内科病区主任白亚玲看完赵先生
复诊的检查结果，耐心叮嘱赵先生，回去继续
服药，“有问题在平台上随时和我们联系。”

两年多来，赵先生整体病情一直控制得
很好。“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 AI+线
上诊疗平台。”赵先生拿出手机向笔者展示，

“你看，三天前平台就通知我来复诊，还提醒
我复诊需要的检查资料。”

“有效监管疾病进展的危险因素，是改变
慢性肾病进展加速度的重要手段。”一直从事
肾病临床诊疗工作的河北医大四院院长兼肾
内科主任徐金升教授介绍，但要做到有效监
管，长期的院外自我管理非常关键。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理想。有统计显示，

我国成人慢性肾病患病率高达10.8%，但疾病
知晓率仅为12.5%，治疗率和达标率更低，加
之患者对自身病情缺乏了解，以致高致残率
和高致死率、高医疗费用支出等问题突出。

基于此，从 2018年开始，河北医大四院
肾内科着手探索人工智能+互联网在肾病诊
疗服务场景的创新应用，研发了AI+线上诊
疗平台——肾病管理中心。

打开肾病管理中心患者端，笔者注意到，
平台设置了化验信息、用药信息、健康宣教、
在线咨询、居家记录等功能，点开每一项，都
有更为详细的服务项目和相关信息。

“这对我们患者来说，太方便了。”赵先
生说，通过这个平台，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查
看自己的各项检查化验结果、用药情况，在
线与主管医生、专业的营养师、运动康复师、
临床药师沟通交流，还能学习到很多相关肾
病防治知识。

“尤其是居家记录这一功能非常好。”赵

先生边说边给笔者演示，每天他不仅可以上
传血压心率、体重、血糖、尿量、饮食、运动等
六项监测数据，还能看到每项记录数据的统
计变化。

据介绍，河北医大四院肾内科组建了专
业管理团队，20多名医护人员入驻平台，其
中有专职医生护士、临床药师、临床营养师
和运动康复师，全天候全方位开展服务。

为了培养患者具备一定的疾病知识和
管理常识，肾内科还在平台上创建了慢性肾
病知识库，利用AI技术，自动给患者推送相
关宣教内容，供患者院外学习。如化验结果
提示患者血尿酸异常升高，平台就会自动推
送高尿酸血症饮食宣教视频，并设置学习后
问卷考核，结果自动反馈医护端。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在管院外患者近
两千人，这些人的疾病进展显著延缓。”白亚
玲介绍，随着平台的推广应用，患者依从性
也明显提高，黏性增加。

院内诊疗+居家管理
让慢性肾病患者对疾病管理从缺乏认知变为“内行”

AI+线上诊疗平台，不仅大大提升了患
者自我管理疾病的能力，还给医护人员的诊
疗服务带来了很多新变化。

“我们的平台可以自动获取患者院内的
所有诊疗信息，同时连接患者的手机端，也
能随时获取患者居家管理的各项监测信
息。”徐金升介绍，对这些数据，平台会进行
标准化后的科学统计和治疗分析。数据统

计包括群体大数据统计、独立个体的
诊疗趋势统计。治疗分析包括药物

与疗效分析、治疗与不良反应相关
性分析。

这些数据对医生有啥作用？
采访中，肾内科主管护师王娇

娇举例告诉笔者，前不久，他
们对患者的尿蛋白指标进

行了关注。在平台上输入筛选条件后，6月份
复诊患者的24小时尿蛋白定量≥3500mg的
共有28名，其中8人治疗时间超过6个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问题出在哪
里，下一步如何治疗？“在病例讨论会上，医
生对这些病例逐一进行了分析讨论，并对每
个人的诊疗方案进行了调整。”王娇娇说，调
整治疗3个月后，他们还要追踪随访。

据介绍，对于这些大数据统计分析结
果，一方面反馈到医护端，指导临床科研的
实施；一方面会自动反馈到患者端，指导患
者调整治疗方案。

更重要的是，大量数据的分析和关联等
处理，完全由平台自动进行，把医护人员从
原来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有更多时间专
注于患者的个性化管理。同时，利用手机和

PC 端移动办公，也使医护人员摆脱了时间
和空间的束缚。

就拿最简单的门诊看病来说，患者到医
院看病，门诊医生要详细询问病史，进行相
关检查，然后作出诊断。如果隔段时间再
去，即使找同一个医生，双方还需要重新了
解病情。“可自从有了 AI 平台，我和患者之
间的互动，不再是看病时的那几分钟，而变
成了随时随地。”白亚玲说，现在，只要是纳
入平台管理的患者，她点一下鼠标，患者所
有诊疗信息一清二楚，让诊疗方案的制定更
精准更及时，同时进一步改进了医疗质量，
加强了质控管理。

此外，医护人员在临床工作的同时，还
实现了多个科研立项，形成了临床、科研并
行的良性循环模式。

大数据统计分析+医患联动
让医护诊疗服务更规范更精准更及时

结合临床实际创新AI应用
助力慢病管理从“单纯诊疗”转向“综合管理”

河北日报讯（记者汤润清 通讯员刘
伟）日前，共青团唐山市委、唐山市人社局
组织开展唐山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网络
负责人线上培训，就全市高校毕业生引进
情况、档案转递、党团关系转接、补贴支持
政策、就业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为进一步促进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现
就业，唐山市建立包括市、县、乡镇（街道）
三级及唐山各高校相关负责人在内的

“3+1”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网络，其中市级
工作站3个，县级工作站15个，乡镇（街道）
工作站224个，高校工作站12个，全面促进

在唐高校毕业生留唐、外地高校毕业生来
唐、本地在外就读毕业生回唐。

有效对接青年需求，唐山市依托“3+1”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网络摸底全市各高校
及社区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做到规模化
招聘+本地化岗位+个性化服务相结合。

加密岗位信息提供，市县两级加密招聘活
动组织频次，围绕热门行业、重点企业、地
方特色，根据疫情防控要求，灵活组织现场
招聘和“直播带岗”“云端招聘”“空中双选
会”等线上招聘活动；乡镇（街道）根据登记
毕业生意愿、专业、技能等特点，点对点推
介有技术含量、能发挥其专长的就业岗
位。强化就业政策落实，各县（市、区）至少
开展一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集中宣传，
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网络负责人采取多种
形式将政策清单、补贴标准、申领流程、受
理机构等向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进行宣传，
营造促进青年就业的良好社会氛围。

帮助高校毕业生实现更高水平就业

唐山建立“3+1”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