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山东慈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的充装车间里，一个个工业气瓶整齐
地立在充装区，气瓶检查员黄美刚刚
将这些气瓶的检测结果上传至可溯
源平台。接下来，这些气瓶就将开启
它们的“智慧旅程”。

气瓶开启“智慧旅程”前，都要先
办“身份证”。“我们会采集气瓶的充
装介质、制造单位等信息，采集完毕
后录入气瓶注册登记表，将相关信息
上传至可溯源平台，当气瓶二维码启
用后，该气瓶方可扫码充装。”黄美一
边说着，一边对准气瓶颈部的二维
码，“滴”的一声轻响，气瓶类型、生产
日期、检验日期、报废日期等信息一
目了然。

“过去靠人工登记，易出错、难溯
源，现在只需扫一下二维码，各项信
息便都出现在屏幕上了，安全更有保

障了。”黄美说。
这些变化源自泰安市工业气瓶

全流程信息化安全管理系统的全面
推广。我市打造工业气瓶全流程信
息化安全管理系统，将气瓶充装、运
输、使用、回收全链条纳入系统，实现

“一瓶一码、扫码溯源”，为安全生产
注入科技动能。

在充装环节，每个气瓶都要进行
三次安检。“在充装前要进行一次检
查，检查气瓶介质、气瓶外表面有无
损伤缺陷、是否在检验有效期内等，
不合格的气瓶会触发警报。”黄美一
边说着一边对面前的一排气瓶进行
扫码检查，检查完毕后将结果上传至
可溯源平台。

“充装时会进行第二次检查，主
要是压力与泄漏情况，温度异常的气
瓶会立即停止充装。”气瓶充装员侯

娟娟说。充装完毕后，进行第三次检
查。气瓶检查员会使用肥皂水对每
个气瓶的阀门及连接处进行泄漏检
测，检测完毕后扫码录入相应信息，
并同步上传至泰安市工业气瓶全流
程信息化安全管理系统。

充装完成后，被贴上警示标签和
合格证的气瓶随即开始运输旅途。

气瓶配送员王树昌打开“泰安市
智慧气瓶”App，对装满氧气的气瓶
进行扫码登记，并输入使用单位专属

“瓶安码”。“有了这个系统方便多了，
以前得填写好多材料，现在只需将气
瓶逐一扫描，系统立刻完成绑定，气
瓶的运输信息就更新了。”王树昌
介绍。

气瓶到达目的地后，使用单位的
收货员同样使用“泰安市智慧气瓶”
App扫码确认收货。这批气瓶被用

完返厂时，王树昌再次对气瓶逐一扫
码，录入回收气瓶的瓶号和数量，形
成完整的“装车、配送、回收”闭环。

“行驶路线、交接人员等信息，全程都
可溯源，在这个系统上一目了然。”王
树昌说。

为规范工业气瓶使用，我市还成
立了泰安市工业气体安全协会，围绕
泰安市工业气瓶全流程信息化安全
管理系统，协助市应急管理局落实

“以瓶管气、以码管瓶”政策，推动工
业气体行业向规范化、智慧化、可持
续发展方向前进。截至目前，泰安市
工业气瓶全流程信息化安全管理系
统已为全市20.4万个工业气瓶建立
气瓶档案，覆盖全市 1677 家使用
单位。

从充装车间到焊接车间，从扫码
记录到电子档案，一个工业气瓶在泰
安拥有了闭环式“电子轨迹”，充装、
运输、使用、回收每个环节精准“打
卡”，工业气瓶“智慧旅程”的终点，正
是群众安心、生产放心的起点。

工业气瓶有了“身份证”扫码即可溯源
□记者 张智凯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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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主持人：作为市级唯一肿瘤专
科医院，泰安市肿瘤医院在规范诊
疗、提高服务质效方面做了哪些
工作？

郑珊红：医疗质量是医院的生
命线。泰安市肿瘤医院按照“精准
诊断是基础，精准治疗是目标”的思
路，做好三个方面工作。一是用好
病理这个“金标准”。肿瘤治疗，第
一步必须明确“敌人”是谁、性质如
何。为此，我们下大力气提高病理
诊断水平，与星齐医学检验区域病
理中心合作建立肿瘤区域病理中
心，确保诊断结果准确可靠，为后续
治疗定好“靶心”。二是肿瘤TNM
分期要“精”。精准判断肿瘤的“地
盘”有多大、有没有扩散，是制定科
学合理治疗方案的前提。我们严格
执行分期规范，目前分期准确率稳
定在90%以上。三是发挥MDT（多
学科诊疗）核心作用。我们组建了
覆盖所有常见肿瘤的MDT专家组，
让肿瘤外科、内科、放疗科、病理科、
影像科等专家组团上阵，通过全面
评估患者的肿瘤特点、身体状况、经
济承受能力等，为患者制定最优的
个体化治疗方案。目前，医院MDT
完成率在80%以上，超出国家肿瘤
质控标准。通过“精准诊断+MDT
精准治疗”组合拳，医院实现了诊疗
方案与上级医院同质化。

主持人：近年来，高质量发展成
为公立医院改革发展的主题。请问
泰安市肿瘤医院如何加强管理和运
营，从而提升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
水平？

郑珊红：医院坚持“制度管人、
流程管事、数据说话”，按照精细化、

同质化管理要求，修订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600余项，推动各项工作制
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科学化。精
准梳理医院岗位设置，健全科教、质
控、招采等领域管理体系，建立事事
有人管、件件有人抓的良性工作运
行机制。明确医院管理相关规定，
建立常态化工作运营管理分析机
制，形成PDCA闭环管理。在党业
融合方面，根据专业相近、职能相通
的原则细化重组党支部，实施“支部
建在学科上”党建模式，推行党支部
书记、科室主任“双带头、双培养”工
程，整合多方资源，打造“专科齐全、
优势突出、特色明显、中西结合”的
学科格局。医院所有管理的最终目
标，就是构建一个“患者看病信赖、
职工工作幸福、同行真心尊重、社会

广泛认可”的良好生态。
主持人：请问医院是如何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
郑珊红：一是点燃技术引擎，推

动精准治疗。创条件、建平台，大力
发展微创、介入、腔镜等精准技术，
为精准治疗打下坚实基础。坚持

“带着问题出去、带着技术回来”培
养模式，选派骨干去上级医院学习，
提升服务能力。二是创新服务模
式，以“小技术”撬动“大民生”。新
质生产力不仅是“高精尖”，更是解
决患者实际痛点的“巧心思”。比
如，医院开设便血门诊，开展内镜下
内痔套扎联合硬化术，让患者随治
随走，痛苦小、花费少，用“小技术”
解决了困扰患者的“大麻烦”。三是
智慧加码，深化全流程服务。医院

逐步加强信息化建设，全面推行诊
间结算、床旁结算、检查检验结果互
认、爱老助老服务、延续性护理、患
者随访服务等，让患者切实感受到
温度、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总之，
医院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管理创
新的初心，就是“让技术有温度，让
服务更贴心”，用科技创新和模式创
新，真正提升患者的生存希望和生
活质量。

主持人：《泰安市公立医院高质
量 发 展 三 年 攻 坚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4-2026年）》指出，到2026年，全
市公立医院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转
向提质增效，运行模式从粗放管理
转向精细化管理。泰安市肿瘤医院
有哪些规划？

郑珊红：医院将紧跟时代步伐，
继续当好我市肿瘤和结核病防治的

“主力军”，实现党业融合与医疗立
院同频共振、双向提升。一是精耕
学科沃土，坚持多学科协同并进的
发展格局。对已经形成优势的学科
（如放疗科、化疗科、中医肿瘤科、呼
吸科），继续巩固提升；对有潜力、有
特色的学科（如妇科肿瘤科、介入
科、内镜科），重点培育扶持，逐步形
成与“大专科、小综合”发展模式相
协调的支撑保障体系，全方位满足
患者健康需求。二是智慧医院建设
再提速，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
腿。加大智慧医院建设力度，深化
管理系统信息化和服务流程智能
化，实现“信息化破局”，让医院管理
更高效、更科学，让患者看病更省
时、更省心。未来，医院将不断提升
医疗服务能力，更好地守护患者生
命与健康。

泰安市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郑珊红

创新赋能 规范诊疗
提升区域肿瘤防治水平

□记者 李皓若

■郑珊红接受专访。 记者 蒋亮亮 摄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张
芮 秦雷）25日，备受关注的大
型实景演艺《泰山烽火》在泰山秀
城正式开演。《泰山烽火》以泰安
地区抗战历史为背景，融合现代
科技与齐鲁文化元素，通过震撼
的特效、恢宏的场景和动人的故
事，为观众送上一场沉浸式观赏
体验。

《泰山烽火》是原《铁道游击
战》的升级版。演出从泰安百姓
的日常生活场景切入：晨曦，商贩
推着小车沿街叫卖，店主忙着支
起门板开张营业。这些细腻的生
活画面瞬间将观众带回80多年
前的烽火岁月。剧中主要设计了
小虎子、石头、老琴头、张大娘等
形象，他们中有普通百姓、铁路劳
工、民间艺人、部队基层干部，每
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

演员刘玉茹饰演表面泼辣但
内心柔软的张大娘，她说：“参演
这部实景剧让我感受到了革命年
代的水深火热，希望这部实景剧
能激发观众的爱国情。”

《泰山烽火》剧情包括“炮火
震山峦”“风雨起波澜”“忠魂无所
惧”“乡音染天地”四部分，既有宏
大的战争场面，也有细腻的情感
刻画。剧中的老琴头胆小懦弱，
却在危急关头为抗战付出了自己
的生命。“排练这部剧，让我有了
深刻的体会，许多感人的剧情可
以引起大家共鸣。希望观众在观
看时能够想到革命先辈曾经爬雪
山、过草地，用血肉之躯换来了我
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老琴头扮演

者易国强说。
为了增加演出的真实感，创

作团队先后前往泰安徂徕山抗日
武装起义纪念馆、泰安市档案馆，
查询图片与文字资料，多方搜集
民间英雄故事及与山东抗战相关
资料，凝练重塑故事架构，再现泰
安烽火岁月。

“改版升级的《泰山烽火》与泰
山联动，让观众在充满情感共鸣和
文化体验的演出中，获得视听上的
震撼，加深对泰山脚下这片土地、
对泰安人民的理解和热爱，从而更
主动地探寻泰安、发现泰安。”《泰
山烽火》总导演杜静怡介绍。

在演出设计上，《泰山烽火》
着力增强观众体验感，特别是近
在咫尺的爆破与惊心动魄的货车
追逐，融入水爆火爆、武术特技、
飞车漂移、建筑解体等影视特效
与表演，再现“炸车截停”这一关
键历史情节，达到让观众沉浸式
观演的目的。剧中音乐运用泰安
民歌《挂红灯》，舞美设计融入山
东快书、泰山皮影、踩高跷、舞狮
子，演出使用扬琴、二胡、琵琶、排
鼓、梆子等乐器……在音乐、视
效、舞美等方面，《泰山烽火》添加
了多种泰山元素，为观众展开一
幅山东民风画卷。

“当我沉浸在这场演出中时，
我感觉自己不再是历史的旁观者，
仿佛真的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
年代，看到了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
英雄故事。我们应该牢记这段峥
嵘岁月，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生
活。”游客李浩在观看演出后说。

大型实景演艺《泰山烽火》
震撼开演

■《泰山烽火》演出现场。 记者 张芮 摄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董
文一）近日，持续的高温天气给城
市道路安全带来了严峻考验。面
对酷暑，市城市管理局综合服务
中心道桥所工作人员始终坚守岗
位，全力保障城市道路安全、
畅通。

夏季是沥青路面修复的黄金
期，道桥所紧抓有利时机，对辖区
内道路展开全面排查。工作人员
化身“道路医生”，仔细检查每一
处路面状况，加强对桥梁重点部
位的监控和管护。在烈日下，工
作人员手持检测工具，仔细查找
裂缝、网裂、沉陷、坑槽等病害，一
旦发现问题，立即记录并启动修
复程序，做到道路病害“发现一

处、处置一处”。
道桥所采取科学调度措施，

将主要作业时段安排在清晨和傍
晚，并为施工人员发放藿香正气
水等防暑用品，定期开展健康检
查，全方位筑牢高温作业安全
防线。

6月以来，道桥所共维修市管
道路沥青路面465.8平方米、人行
道板393.76平方米，回填砂垫层
19.4立方米。

道桥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继续秉持“服务为民、保障畅行”
理念，持续深化精细化养护模式，
不断提高城市道路养护水平，为
市民营造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
环境。

■施工人员修复破损路面。 记者 董文一 摄

市城市管理局综合服务中心道桥所

高温下坚守 保障道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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