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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慕溯 通
讯员 丛昕）昨日，记者从滨医烟台附院获
悉，该院肝胆胰脾外科在微创手术占比
95%的基础上，于近期开展单孔腹腔镜、
无瘢痕腹腔镜手术，手术可行单孔腹腔镜
胆囊切除、肝囊肿开窗引流、肝脏左外叶
切除等。

31岁某女士因“发现胆囊息肉2月
余”入院，因胆囊息肉进行性增大，增强
CT可见强化，存在恶变风险，需行胆囊
切除治疗。患者听说要做手术，担心术
后留下疤痕，咨询“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
不留或者是少留疤痕？”滨医烟台附院肝
胆胰脾外科学科带头人成雨教授经过术
前评估，决定为患者行单孔腹腔镜下胆
囊切除术。手术期间，成雨团队沿患者
脐周做 2cm“smile”切口，置入单孔器

械，团队配合默契，避免单孔易产生的
“筷子效应”，整个手术过程仅用时20分
钟，术中出血约5ml，术后1天患者康复
出院。

成雨介绍，单孔腹腔镜手术是指只通
过一个孔完成常规需要多孔操作的腹腔
镜手术技术。利用人体自然凹陷的肚脐
做2—3cm切口进入腹腔，切口位于脐部
自然皱褶处，切口隐蔽，伤口采用皮下缝
合，无需拆线。有着术后感染少、恢复快、
伤口美观、住院时间短、费用低等优点。
在保证患者安全及手术效果的前提下，利
用创伤更小的诊治手段是微创外科医生
努力的目标。

作为肝胆胰脾外科知名专家，成雨
一直从事肝门部胆管癌及胰腺癌的基础
和临床研究，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基金编号81172044)、省自然科学
基金(基金编号ZR2011HM016)、山东省
科技计划、烟台市科技计划课题，至目前
为止发表SCI 论文 6篇，中华级及国家
级论文12篇。在日本、新加坡、德国等
多个国际会议上展示滨州医学院烟台附
属医院科研和临床工作。擅长胰十二指
肠切除术、肝切除优先的肝门部胆管癌
根治术、腹腔镜肝脏尾状叶肿瘤切除术、
腹腔镜右半肝切除术，腹腔镜左半肝切
除术、腹腔镜脾切除+贲门周围血管离
断术、腹腔镜保留脾胰腺体尾部切除术、
腹腔镜胰体尾癌RAMPS手术等高难度
手术。

据了解，肝胆胰脾外科是烟台市医
疗卫生重点学科、滨州医学院实践教学
重点科室、全国“肝胆胰ERAS标准化病

房”。科室以肝胆胰脾病的疑难诊断、治
疗为特色，集临床、教学、科研于一体。
现有医师11名，硕士研究生导师4名，主
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5名，全日制博
士研究生2名，硕士8名。拥有国际及国
家级委员4人次、省级副主任委员 3人
次、省级委员16人次、烟台市副主委3人
次。科室拥有3D、荧光、4K腹腔镜、三维
医学影像手术模拟系统、ICG肝功能储备
检测仪、术中腔镜用超声、百克钳等高精
尖肝胆外科专用设备。目前分为肝脏亚
专业、胆道亚专业、胰腺亚专业和脾与门
静脉高压亚专业。科室下设“胆石病诊
疗中心”，是胶东地区首家集超声介入、
腹腔镜、胆道镜、PTCSL、ERCP及胆道碎
石、肝脏三维成像系统和肝脏储备功能
检测于一体的诊疗中心。

12月23日上午，中国农业银行山东
省分行金融服务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烟台示范区揭牌仪式在东山宾馆举行。
这是继在潍坊、临沂、东营、菏泽打造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之后，农业银行山东
省分行在省内建设的又一示范区，这次瞄
准的是服务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揭牌仪式上，烟台农行与山东港口烟
台港、裕龙石化、杰瑞油服、蓝色药谷、凤
凰文旅、经海渔业、明波水产、京鲁渔业等
10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以高质量金
融服务助力企业挺进深蓝，激活烟台蓝色
经济新动能。

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是习近平
总书记对山东的重托和厚望。作为全国
农行系统内的“三农主力行”，近两年来，
农行山东省分行聚焦助力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先后建立了以服务“潍坊三个
模式”为主题的潍坊示范区、以服务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为主题的临沂示范区、以服
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的东营示范区，以及以服务粮食安全和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主题的菏泽示范区，
持续以金融力量赋能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建设。

此番在烟台再建示范区，主题为服务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既源于烟台丰
富的海洋资源和现代海洋强市建设的目
标，更源于烟台农行以金融服务海洋经济
发展的一系列创新探索和扎实行动。

海洋，是烟台的天然宝藏、城市名片，
也是烟台的优势所在、潜力所在、未来所
在。1038.14公里绵长海岸线，2.6万平方
公里蔚蓝色国土，蕴藏着烟台向海图强的
梦想。近年来，烟台持续推进海洋强市建
设，加快培养海洋新质生产力，奋力打造
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2023年，烟台
市GDP突破万亿元大关，位居北方地级市
第一，其中，海洋经济总产值达2500亿
元，占全市经济总产值的25%以上，对全
省海洋经济总产值的贡献度超过15%。
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达4.85亿吨，跻身全
球沿海港口吞吐量前十位；先后获批全国
首批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试点城市、全国
首批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城市、全国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拥有20处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居全国地市级首位。

烟台海洋经济动能澎湃，离不开金融

力量的支持。“今年以来，农行山东省分行
累计支持烟台地区蓝色产业新增各类信
用75亿元。”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党
委委员、副行长邵静河介绍说。

更好服务烟台蓝色经济，烟台农行也
一直在加快探索与布局。聚焦海洋牧场、
远洋捕捞及加工、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化
工、海洋能源、海洋旅游、港行物流、海洋
种苗、近海养殖、海工装备等“十大领域”，
烟台农行不断创新产品服务。近三年，累
计投放海洋经济领域贷款201.27亿元，其
中项目贷款投放 171.77 亿元，占比达
85%，发放烟台市首笔“海洋碳汇贷”。近
三年累计开立海洋工程装备预付款保函
701万美元，进口开证5581万美元，办理
国际结算9.2亿美元，成为烟台蓝色经济
发展的强引擎。

活动现场，集中推出一批烟台农行以
金融服务海洋经济的典型做法。以服务

海洋牧场为例，创新链捷贷满足上下游融
资需求，累计投放海洋牧场贷款3亿元；支
持烟台经海“百箱计划”项目贷款2.6亿
元，助力海洋渔业转型升级。再来看服务
海洋能源领域，烟台农行统筹海洋能源综
合开发，探索“创新+制造+服务”的金融
服务新模式，累计投放海洋能源项目贷款
28亿元，支持莱州蓝色海洋牧场与海上风
电融合发展研究试验项目贷款7.24亿元，
推动海洋牧场与海上风电融合发展。

此次烟台示范区的揭牌，标志着农业
银行与烟台的合作迈入了深化拓展、共赢
发展的新阶段。“农行山东省分行将以烟
台示范区为平台，聚焦打造‘蓝色粮仓’、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海洋生态环境等重大
任务，加大对烟台的信贷支持，形成更多
标志性成果，为全省乃至全国金融服务海
洋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可借鉴
的‘烟台经验’。”邵静河说。

把视野放大至更广阔领域，农业银行
烟台分行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坚持优
质、高效、精准服务，近三年累计审批项目
贷款81个、金额达1045亿元，实现投放
450亿元，乡村产业贷款、乡村建设贷款均
突破百亿元，为烟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和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金融保障。

是示范引领，更是目标方向。给力海
洋经济发展，到2025年末，烟台农行将力
争为烟台海洋经济发展提供不低于150
亿元融资额度。“下一步，农业银行总行将
加强工作保障，倾斜资源配置，全力支持
烟台加快建设海洋强市，推动打造更多服
务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中国农业银行
总行三农对公业务部副总经理谭刚说。

拉满风帆，挺进深蓝。以金融为笔，
烟台正演绎出向海图强的全新风景！

YMG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员 梁立魁 摄影报道

近日，载有 90000 余吨澳煤的外贸船舶
“GREEN POWER”轮顺利抵达山东港口烟台
港芝罘湾港区进行卸船作业，部分煤炭将搭乘内
贸船舶转水至渤海湾港潍坊港腹地用户，标志着
烟台港、渤海湾港联手打造的“澳洲—烟台—潍
坊”煤炭多式联运大通道正式开通，为烟台港加
速打造环渤海中心港、山东港口服务和融入
RCEP经贸大通道注入新动能。

随着寒潮天气来袭，用电量剧增，煤炭需求
不断增加，为保障区域煤炭供应，按照“六稳”“六
保”要求，烟台港充分发挥国企能源保供“主力
军”和“顶梁柱”作用，瞄准“环渤海中心港”新方
位，紧扣港口作为供应链、产业链核心节点的优
势，以“供应链体系建设”“物流大通道建设”为突
破口，通过内部业务集成，与渤海湾港深化港口
资源一起化、市场开发一起化、航线布局一起化、
生产组织一起化“四个一起化”合作，共同拓展业
务，放大市场总体竞争优势。业务开展期间，双
方在了解煤炭客户需求后，为客户量身打造“二
程船转水+汽运短倒”综合物流方案，打通澳洲到
潍坊国际煤炭贸易新通道，确保“产地—港口—

物流—腹地用户”各供应链环节
的无缝衔接，全力保障煤炭供应
链的稳定。

在拓展海外煤炭市场期间，
烟台港充分发挥山东港口一体化
融合发展优势，持续加强与物流
集团的协同联动，在货运代理、堆
场堆存、保税库区、服务效率等方
面发力，延伸“港口+物流+保税”
服务链条，强化与国际贸易商的
供应链合作，共同拓展保税及过
境煤炭业务。截至目前，通过“水
转水”模式，烟台港保税及过境煤
炭业务量同比增幅39.0%，持续
擦亮“高效港口+卓越物流”服务
品牌。

与此同时，烟台港聚力推进
烟台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
深耕“三区互融”，紧密对接烟台
城市发展与民生煤炭保供需求，加强与周边电厂
的沟通联系，全力做好煤炭保供工作。结合客户

需求，携手兄弟单位主动对接国铁济南局烟台车
务段，联合推出“一单制”铁海快线班列，采取“班

轮+班列+物流总包”运输模式畅
通煤炭保供通道。

烟台港深入落实“六稳”“六
保”任务及山东港口构建核心竞
争优势战略部署，紧盯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牢牢锁定一流质
效，进一步强化“立足优势、融入
全链”的转型意识，紧扣港口作
为供应链、产业链核心节点的优
势，通过内外部服务集成，与物
流集团、电厂、煤炭采购商及供
应商融合协同，共同搭平台、畅
通道、建业态，不断拓展煤炭市
场边界，加快构建“端到端”供应
链服务体系，全力保障煤炭供应
链的稳定。

借助“大码头+大堆场+自动
化”优势，对煤炭接卸转运全过程
实现全流程质量管控，搭建“前港

后场”模式，卸船作业中，煤炭通过密闭式皮带机
“一站式”直达地方电厂堆场，实现“货源、港口、

电厂”无缝衔接，有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今年以来，围绕能源保供及煤炭产业链建

设，烟台港有效集成“江海铁陆”多式联运要素，
充分发挥公路灵活快捷、铁路经济环保、江海运
辐射带动作用，为内陆进出口企业提供高品质、
高附加值的供应链综合服务，进一步巩固北方
煤炭中转分拨基地港地位。与国能销售集团共
同打造的“依托朔黄铁路的西煤东运物流大通
道”，实现煤炭作业量突破1000万吨，服务电厂
多达50余家；主动对接国铁济南局烟台车务
段，联合推出“一单制”铁海快线班列，采取“班
轮+班列+物流总包”运输模式，“港铁”接力完
成全程运力直采和全链条服务，为客户降低综
合物流成本30%；与物流集团延伸“港口+物
流+保税”服务能级，共同拓展保税及过境煤炭
业务，吞吐量已累计突破700万吨大关；开通

“俄罗斯—龙口—靖江”物流大通道，为外贸煤
炭“南下进江”架起一条紧密衔接的“通江达海”
黄金物流大通道，持续增强对东北亚地区、环黄
渤海地区等腹地的辐射带动作用。

（童佳怡 邹常焜）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李成修 王婧）近期，烟
台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部分哮喘患者症状发作，甚至急诊就医。

对此，毓璜顶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刘丽萍表示：“哮喘是一种类似
高血压、糖尿病的慢性病，患者应在哮喘专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相应药
物控制哮喘。临床上会遇到部分患者自觉症状缓解就擅自减药、停药，
甚至有的患者只在哮喘症状特别明显时才会使用药物治疗等情况。这
些情况容易导致哮喘急性发作，甚至危及生命。哮喘患者居家时，室内
应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定期通风，使用空气过滤器也是必要的。如
需外出，建议佩戴口罩、围巾和帽子，头颈部的保暖可减少冷空气对呼
吸道的刺激。患者还应尽量避免在寒冷环境中进行剧烈体育锻炼。”

哮喘患者如何平稳过冬？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邹春霞 通讯员 岳靖然）近年来，福山
区全方位深入推进“放管服”和优化营商环境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
容是在巩固“不见面审批（服务）”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对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制度实行“全流程、全覆盖”改革。

整合审批管理体系。建立一张蓝图统筹项目、一个系统统一管
理、一个窗口提升服务、一张表单整合材料、一个部门集中审批、一套
机制规范运行的工程建设项目“六个一”审批管理体系，做到标准统
一、信息共享、协同顺畅。

定向压缩审批时间。推出“清单制+告知承诺制”“拿地即开工”
等改革创新举措，同诚信体系建设相结合，以信用积分、资质实力、工
程特点定向减少审批材料，压缩项目建设周期，降低企业成本。实现
政府投资类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70个工作日以内，社会投
资类工程建设项目压缩至60个工作日以内，工业类工程建设项目压
缩至26个工作日以内，实施“标准地”改革的小型社会投资低风险类
工程建设项目压缩至16个工作日以内。

强化审批部门联动。涉及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单位入
驻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公，同时设置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统一收件出
件，实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

整合审批管理体系
福山区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全流程全覆盖改革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通讯员 姜博文）“晚来天欲
雪，能饮一杯无……”日前，芝罘岛西海岸社区联合烟台市诗词学会共
同打造的“桑榆诗词讲堂”与老年大学联合启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的课堂上，诗词的绝唱与咏叹如同石子落入平静的湖面，在学员
们的心中荡起层层涟漪。

据悉，西海岸社区建设打造“老年大学进社区”品牌，设置“桑榆诗
词讲堂”，让更多老年群体在“家门口”感受诗词文化带来的魅力，提升
辖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品质。此外，西海岸社区还联合烟台市诗词学会
打造书法培训老年大学课堂，为辖区居民传授书法写作技巧，让居民
在笔尖墨香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

老年课堂的开设，在丰富辖区群众精神生活的同时，也进一步拉
近了社区邻里间的距离。课后，社区居民积极加入社区“桑榆诗词讲
堂活动群”和“邻里节微信群”，加强邻里沟通交流，营造了和谐融洽的
社区氛围。

西海岸社区打造“老年大学进社区”活动品牌

老年大学开在“家门口”

保供保畅，“融”出“煤”好！
烟台港开通“澳洲—烟台—潍坊”煤炭多式联运大通道

金融+海洋经济，全省示范
农业银行与烟台的合作迈入深化拓展、共赢发展的新阶段

滨医烟台附院成功开展单孔腹腔镜下微创手术

无需拆线，术后一天康复出院

本报讯（通讯员 刘一璠）烟台市委党校全面践行“为党育才、为党
献策”党校初心，认真落实干部教育基本培训要求，立足全市党校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全力推动基本培训任务落实。

一是在“全”上下功夫，实现应训尽训。加强与组织部门沟通对
接，对基本培训对象、内容、方式、学制和周期等关键要素进行查漏补
缺和优化完善。根据全市党员干部的层次分布、专业结构和培训要
求，统筹考虑学时指标等，做到精准施训。

二是在“优”上下功夫，优化培训内容。进一步完善“1+6+N”教
学体系，目前已打造相关课程25门，开设“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
初心使命”等14门党性教育课程，重构由“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烟
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16个专题课程组成的专业化能力培训授课体
系；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烟台实践，挖掘整理56个精品现场教学点，策
划推出跨市域省域的8线N点精品教学路线。

三是在“质”上下功夫，提升培训质量。抓课程供给，成立教学设
计领导小组，对每一期主体班次课程进行群策群议，教学精准性和满
意度显著提高。抓专题试讲，实行“凡课必竞、全市同竞、择优上课”，
推动课程建设向“集体攻关”转变。抓精品课培育，树立“堂堂都是精
品课”理念，结出累累硕果。抓教学保障，建立课程质量分析机制和质
量考评机制，构建全面覆盖、全程把控、精准科学的课程质量分析和评
价体系，倒逼教学质量提升。

烟台市委党校充分发挥为党育才独特价值

高质高效推动基本培训

烟台农行与10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作业现场作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