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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来袭莫要慌 规范治疗有良策
肺癌要先分期后治疗
患者得了肺癌后，千万不要

盲目从医。科学正确的临床分
期是规范化治疗的前提，准确的
临床分期有助于医生为肺癌病
人制订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使
那些已有远处转移、不应该做手
术的肺癌病人避免承受开胸手
术之苦，使那些原本并没有转移
的肺癌病人得到及时科学的以
外科手术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治
疗。目前肺癌的治疗有外科手
术、化疗、放射治疗和中医药治
疗、分子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抗

血管生成治疗及心理治疗。
基因检测让肺癌实现个体化治疗

肿瘤的发生是因为体内多
种基因发生突变的累积，加上
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造成
的。因此，通过对患者的基因
进行检测可以准确分析病情并
对症下药，从而提高治疗有效
率，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避免
用药不当贻误治疗时机。

目前，肺癌临床治疗的有
效率仍然偏低，这与癌症复杂
的发生机理和患者个体化差
异有关，以往肺癌患者手术后

的辅助治疗有一定的盲目性，
常常按照经验选择化疗药物，
许多肺癌患者并没有获得临
床获益，有可能人为地造成过
度治疗。现在可以对手术切
下来的病理标本进行基因检
测，根据检测结果选择化疗药
物或者靶向治疗药物，真正实
施肺癌的个体化治疗。
多学科合作提高治疗效果

肺癌临床确诊时，有不少
病人已属于中晚期，这就意味
着可能出现了脑转移、骨转移
和腹腔转移等。非小细胞肺

癌是所有转移性脑肿瘤中最
常见的类型，约占所有脑转移
癌的50％，这种晚期肺癌的病
人给治疗带来很大难度。

“千万不要得了肺癌就万
念俱灰，尤其是肺癌转移以
后。”多学科的合作为这类患者
提供了机会，肺癌脑转移的治
疗手段也越来越多。南通市肿
瘤医院就专门成立专家会诊中
心，由内科、外科、放疗科、病理
科、影像科等多学科专家一起
为患者进行会诊，制订个体化
的治疗方案，着力提升疗效。

专家介绍:张晓东，
南通市肿瘤医院呼吸内
科副主任（主持工作），
主任医师，从事肿瘤内
科工作20余年，在肺癌
的诊疗和研究方面具有
丰富的经验，娴熟掌握
支气管镜下诊治技术。

“再过一周左右，水稻将开始大面
积收割，大伙儿收到粮就会往文山种
植专业合作社这边送，经过过秤、检
测，粮食会被集中倒进仓库里。”近日，
家住通州区石港镇乐观村的农民经纪
人王春安正忙着收粮前的准备工作。

稻米产业是通州农业产业的重
心，今年通州全区水稻种植面积36.5
万亩。南粳5055、南粳9108、宁香粳9
号等主推优质食味品种占比89.05%。
通过水稻绿色高产创建，通州水稻绿色
产业成功申报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
扬州综合试验站通州示范县项目。

近年来，通州大米行业向标准化
生产、精深化加工、品牌化经营纵深发
展，“农户+合作社、家庭农场+粮食加
工销售企业”的产销一体化模式取得
了良好成效。

文山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4年4月，占地面积18.5亩，投资
1000万元建设4000多平方米的厂
房，并购置色选机、提升机、空气压缩
机等一批专业精密生产机械，形成了
以粮食种植、烘干、储藏、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产业化经营链。

合作社对自己承包农田产出的粮
食以及农民经纪人收购周边农户的余
粮，按品种加工、包装和销售，大大提
高了产品附加值。“我们年产大米两万
吨，这些大米都是自动流水线上出来
的。首先在去石机上除灰去杂，再经过
剥壳、砻谷、碾米、抛光等工序，色选通过
后包装出售。”合作社总经理黄忠杰说。
先进的生产设备、科学合理的生产工
艺，不仅节约了成本，大米的品质控制
也得到了显著提高，合作社的“卖鱼
湾”大米成为百姓心目中的口碑产品。

目前通州共有水稻种植家庭农场

200 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300 多
家。高质高效、绿色智慧的生产方式
也使“金南风”“米来事”“梽源”“卖鱼
湾”等一批大米品牌脱颖而出。

为了促进企业和种植户不断钻研
新技术、培育新品牌，同时提升通州稻
米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从2019年
开始，通州每年都会举办“通州好大
米”品鉴活动，由稻米专家和大众评审
团参照好稻米评选标准及要求，对参评
样品从蒸煮后米饭的黏性、软硬度、纯正
持久性品质，以及冷饭口感、黏弹性和回
生性品质等进行逐一打分。活动的影
响力逐年扩大，已成为展示通州优质
品牌大米、开展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9月22日，通州区大米行业质量
合作社在省“味稻小镇”石港镇成立。
23家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成为大米
质量合作社首批社员单位。合作社成
立后将着力帮助个体工商户规范生产
经营，提升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在商标
保护和促进方面提供服务，实现大米
质量品牌新提升。

“以米会友”的同时，通州进一步
拉长、建强绿色优质稻米生产、加工、
销售的全产业链，大力扶持米酒、酒
酿、窨糕、锅巴、京枣这些带着记忆中
乡土醇美气息的米制品从田头走向城
市。以大米为主要原料的石港窨糕本
来只在清明前后售卖，现在常年有售，
全镇大大小小的食坊有近10家，张建
华就是其中一家的店主，“现在不少游
客会特地停靠石港，购买窨糕。我这
个小食店，每年有20多万元的收入。”
当地还成立了农副产品微信商城，扩
大销量和名气，让百姓感受米食文化，
找回曾经的“乡愁记忆”。
本报通讯员童轩 本报记者黄艳鸣

好大米成为品牌 米制品琳琅满目

通州农业发展蹚出新“稻”路

晚报讯 昨天，走进新落成的崇
川区司法局文峰司法所，大型司法所
的全新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而文峰司
法所完成改造，也标志着崇川区大型
司法所建设取得了新进展。

去年以来，崇川区司法局从实际
情况出发，分类推进司法所建设，统筹
辖区内各街道区域面积、服务人口、经
济发展、法治需求等因素，合理定位全
区16家司法所规模，制订了4家大型所
的建设目标，坚持大型所高起点谋划、
高标准建设，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为推动大型司法所建设，崇川司
法局在硬件配套保障、人员力量充实、
制度体系建构上同发力、同落实，着力
补齐各项短板弱项，推动整体协同发
展。区、街两级划拨专项经费投入司

法所搬迁改造，推动司法所在装备配
置、活动开展、阵地建设等方面提档升
级；为解决基层人员紧缺问题，区编办
明确大型司法所的政法专项编制数为4
名，为大型所建设工作夯基垒台。

升级后的大型司法所总面积达到
500~1100平方米，非诉中心、公共法律
服务中心、矫正分中心一体化建设，布局
合理，制度规范，外观标识明确，“五站点”
等服务窗口和法治宣传等业务功能区也
进一步完善，以开放式的工作平台提高服
务质量，实现了法律服务向基层延伸。

高标准建设的同时，崇川区司法局
也要求大型所聚焦民生实事，努力把软
件做“强”、服务做“优”，充分发掘具有
辖区特色的经验做法，打造立得住、叫
得响、有特色的法治项目；积极打造家事
调解品牌，常态化为居民提供“云课堂”
线上普法服务，探索形成“党建+法治”融
合发展模式，聚焦崇法善治氛围营造，提
档升级法治文化示范点，在“法律明白
人”培育工程上下功夫，致力打造为民服
务的新时代大型司法所。 记者何家玉

崇川推进大型司法所建设
实现法律服务向基层延伸

稻米专
家对稻米进
行品鉴。

“贴心服务不收费，救死扶伤心相
‘廉’。”昨天，如皋市如城街道安定村6
组村民王兴华创作了一句顺口溜，夸奖
上门服务的家庭医生、如城街道第一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兵。

王兴华的父亲王文德身患重病，
从医院一回到家里，便住进了家庭病
房。李兵上门插胃管、换尿管随叫随
到，不分日夜，从不收费。王兴华请他
吃饭，也被他谢绝。

“家庭医生治好了我的病，还没收
一分钱的服务费，我包了个‘红包’也
被退了回来。”如皋市如城街道十里社
区的钱俊美老人告诉记者，“我患糖尿
病10多年了，左足背破溃感染，住院

45天没有愈合，想不到家庭病房开到家
里，‘家庭医生’连续40天上门帮我换
药，我的左足背破溃面终于愈合了。”

6月上旬，如城街道第一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启动家庭病房进社区惠民工程，
患过重病的高龄失能半失能老人及家属
提出申请，服务中心就把病床设置到家
庭，医生团队巡诊，把优质的治疗、护理
服务送进家门，大大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目前，43张家庭病床入户。“尽管政
府给家庭医生的服务费用不多，但每一
位家庭医生服务尽心尽责，受到患者家
属的赞扬。”如城街道第一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副主任王小锋告诉记者。

本报记者杨新明 本报通讯员黄彩华

把优质治疗、护理服务送进家门

家庭病房为失能老人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