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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远朋）“改造后
的三道井公园干净整洁，两边都是鲜花，还
增加了凉亭和夜间亮化，一到下午来这里
乘凉的人可多了。”近日，说起新改造的三
道井森林公园，市民张女士满脸笑容。

今年以来，柞水县以深化拓展“三个
年”活动为统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办好
每一项民生实事和民心工程，积极回应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柞水县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开展“一件
事一次办”“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审批

服务，梳理帮办事项 206 项，代办事项 125
项，累计接待办事群众 7.58 万人次，办理
业务 6.93 万件。实施“12345”热线工单

“五级处办”，创新开展便民热线“领导派单
日”活动，累计处办热线工单 1929件，群众
满意率 99.78%。加大窗口工作巡查力度，
运用“好差评”机制，通过意见箱、“办不成
事反映窗口”等，推动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柞水县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推行民生
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度，2024 年确定
10 件“民生实事项目”。组建了项目工作
专班，实行“六个一”项目推进机制，推动民
生实事项目建设。目前，三道井森林公园

改造提升、凤凰杏坪镇区建设、红岩寺镇水
毁便民桥改造、曹坪镇高桥湾桥梁改造、瓦
房口镇马家台村河堤建设等 7 个项目已建
成投用，其他 3 个项目正加快建设，确保将
民生实事项目建成民心工程。

同时，县上把社会保障兜底作为重大
民生工程，全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全面落实“分类施保”“单人保”制度，对符
合条件困难群众全部纳入兜底保障范围，
做到了应保尽保、应兜尽兜，今年共保障困
难 群 众 8072 户 17913 人 ，发 放 资 金
2877.03 万元。着力发挥临时救助“全覆
盖、托底线、救急难、扫盲区、补短板”作用，

下发临时救助储备金 80 万元，为 3 户困难
群众发放救助金 2.5 万元，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

柞水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推行“党建+”模式，通过“支部牵头、
党员带头、小组协调、群众参与”方式，依托

“网格化+”治理体系，将 1800 多名网格员
划分成组，每组包联 5 名中心户和 10 名群
众。按照“预防在先、发现在早、调处在小”
的思路，常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促
矛盾发现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累计排查整
改风险隐患 285 个，集中化解问题 23 件，
全县矛盾纠纷化解率同比提高 30%。

柞水扎实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杨若阳 通讯
员 张 策）7 月 5 日，山阳县卫健局在全
国第五届基层卫生健康发展与传播大会
暨基层卫生重点工作经验交流会上作经
验交流。会上，来自全国各省市县卫健系
统的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围绕“县级强、
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分享经
验、交流心得。

近年来，山阳县坚持把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建设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
升基层服务能力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举措，
以“五个一”为抓手，全面推进紧密型医共
体“1126”一揽子工作，基层医疗服务能
力不断增强，县域内就诊率逐年提高，群
众健康服务可及性全面提升。

强化资源统筹，营造县域卫生“一家
人”。探索建设“1+9+4”紧密型医共体，
实施“组团式”帮扶，下沉到卫生院支医

人 员 110 多 人 ，重 点 打 造 6 个 医 疗 次 中
心。推行中心卫生院“管理圈”，带动一
般卫生院发展，同步推行镇村“一体化”，
实 现 医 疗 、公 卫 服 务 同 质 化 。 打 造“30
分 钟 急 救 圈 ”，按 照 地 区 特 点 和 人 口 分
布，建成镇级急救站 18 个，村级急救点
244 个，县、镇、村三级同步搭建心电、影
像远程诊断网络，实现“镇村检查、县级
诊断、结果互认”，努力破解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

强化信息赋能，织密数字健康“一张
网”。在县级总院信息系统基础上，统一
为 县 镇 村 医 疗 机 构 更 新 HIS、LIS、
PACS、电 子 病 历 、心 电 、公 卫 等 信 息 系
统，打通县、镇、村 265 家医疗机构之间、
公卫和医疗业务之间、机构和个人之间
的信息壁垒，配备统一的数据读取设备，
实现县域卫生健康一朵云存储、一套库

共享、一平台管理和“一张网”运行。群
众通过手机 APP，就能实现看病就医健
康管理“一卡通”，既节省了人力成本，又
方便了患者。

强化健康管理，推动医防融合“一体
化”。山阳县卫健局依托医共体建设，在
疾控中心设立医防融合办公室，医共体总
院建设慢病管理中心、分院建设慢病管理
站，村卫生室建设慢病管理点，利用“数字
健康一张网”，建立县、镇、村三级联动的

“一站式”健康管理阵地，构建“绿标村级
管、黄标去分院、红标转总院”的“四高共
管八病同防”慢病管理服务体系，实现“慢
病能防、患病能治、重病能转”的全周期闭
环健康管理服务。

强化奖励激励，落地两个允许“一条
心”。全面落实医疗机构、疾控机构“两个
允许”政策，在全省率先出台《山阳县疾控

机构薪酬制度改革实施办法》，建立了按
岗取酬、按工作绩效取酬的新型绩效工资
分配机制和以服务数量、服务质量、工作
效率等为指标的考核评价体系。各单位
将收支结余按规定提取各类基金后，剩余
资金用于发放职工奖励性绩效，广大医护
和公卫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
性全面提升，保证了县镇村医疗卫生机构
的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

强化绩效评价，建立重点工作“一盘
棋”。制定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十大专项
行动”重点任务清单，建立“每月调度、双
月评价、季度观摩、半年群众评议”4 项机
制，在推动落实上精准发力，在成效检验
上客观务实，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
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营造干事创业、
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确保紧密型医共体
建设走深走实。

山阳不断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 毕波波）“电动
车不能再放到消防通道了，夏天天热，这
一旦着火就不得了，要放到小区专门的
车棚里，里面也有专用充电桩。”“好的好
的，我今后一定注意，谢谢你们的提醒。”
近日，洛南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房管
局、住建局等相关部门，深入城区华阳新
城小区等居住人口密集的小区，集中检
查占用消防通道、覆盖消火栓等行为，用
实际行动为广大群众筑牢安全防线。

自 6 月 份 以 来 ，洛 南 县 消 防 救 援 大
队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从

一件件小事出发，集中攻坚整治消防“生
命通道”突出问题，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消
防安全方面的烦心事，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洛南县消安委办召开专题会议，深
入分析全县范围内消防车通道现状，认
真研究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逐一明确
责任部门和完成时限，逐条细化工作任
务 和 工 作 措 施 ，确 保 打 通 消 防“ 生 命 通
道 ”集 中 整 治 行 动 账 单 式 管 理 、项 目 化
推 进 、责 任 化 落 实 。 同 时 ，洛 南 县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结 合 网 格 化 工 作 ，联 合 公 安 、

住 建 、房 管 等 相 关 部 门 单 位 ，采 取 集 中
检查、错时检查和突击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 ，深 入 居 民 住 宅 小 区 、医 院 、学 校 、养
老 机 构 、酒 店 、商 超 等 辖 区 内 消 防 安 全
高风险场所开展消防车通道专项检查，
现 场 指 导 工 作 人 员 在 消 防 车 通 道 出 入
路 口 、路 面 及 两 侧 画 设 醒 目 标 识 标 线 ，
设置警示标识标牌，责令相关责任人对
存 在 的 问 题 立 即 进 行 现 场 拆 除 或 整
改。截至目前，共集中检查住宅小区 20
个 ，疏 导 车 辆 100 多 辆 ，拆 除 固 定 障 碍
物 50 多 处 ，指 导 全 县 42 个 住 宅 小 区 完

成画线工作。
洛南县结合消防宣传“五进”工作，

通过 LED 户外大屏幕滚动播放、悬挂横
幅、微信群和短信提醒、组织群众疏散演
练 等 形 式 ，普 及 消 防 安 全 常 识 ，宣 传 占
用、堵塞、封闭消防通道的危害。同时，
洛南县消防救援大队组织消防指战员、
宣传员、消防志愿者等力量深入社区、物
业小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入户消防宣传活
动，为居民群众现场答疑解惑，详细讲解
安全用火用电等事项，进一步提升广大
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救逃生能力。

洛南开展打通消防“生命通道”专项行动

7月18日，商南县卫健局联合商南县中医医院、城关街道中
心卫生院在西街商圣广场开展“中医药文化服务月”活动。活动
现场，中医医疗专家队伍为群众义诊并作中医药膳食及健康指
导、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相关内容。

（本报记者 胡 蝶 摄）

菜园里蔬菜绿油油的、花台里花朵开得
正艳、干净宽阔的院子、整洁的凉亭、一排排
健身设施，老人们四五人围坐在一起或下棋
或打牌、或喝茶或看书，欢笑声此起彼伏……

近日，柞水县小岭镇民政工作人员如
往常一样走进常湾村幸福院，映入眼帘的
是一派温馨幸福的场景。

近年来，小岭镇将农村幸福院建设作
为重点民生工程持续深入推进，大力补齐
农村养老短板，常湾村幸福院以多元化暖
民心服务营造助老敬老新乡风，村里老年
群众归属感、幸福感与日俱增。

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服务设施，满
足多元化的集体性养老需求，提高老年群
体生活品质，小岭镇在幸福院建设中坚持
补短板，打造幸福夕阳红阵地。幸福院设
有休息室、娱乐室、阅览室、厨房餐厅等，并
配备了电视、棋牌等设施，力求将幸福院打
造成老人日常生活有照料、身体健康有保
障、文娱活动有场地的集生活、健身、保健、
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场所，基本可
以满足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
每天接待老人 30 多人次，已经成为村里老
人最爱来的地方。

71 岁的张兴国高兴地说：“吃过早饭
洗完衣服后我就来幸福院了，我喜欢和几
个老伙计打打牌、下下棋，还能看看书，有时候还有义诊，这里已
经成了我的社交‘朋友圈’。”

除了硬件设施齐全，常湾村幸福院更有着无微不至的贴心
服务。幸福院定期组织开展各类文娱活动，丰富老人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帮助老人走出“小家”，融入“大家”，实现“空巢”不“空
心”。同时，与镇卫生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卫生院医护人员定
期来为老人量血压、做义诊、提供健康咨询，监测老人的身体健
康状况，建立健康档案，为老人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为了营造助老敬老新乡风，幸福院以常湾村“党建引领+邻
里互助”为基础，以社工、志愿者服务为依托，充分调动村“两委”
干部、老党员、退休老干部的积极性。社工、志愿者不定期到幸
福院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不仅带去丰富的文艺表演
和科普知识，还帮助老人打扫卫生、整理内务等，架起助老敬老
的“暖心桥”；村“两委”上门走访慰问困难老人，在幸福院组织开
展节日集体活动；老党员、退休老干部与高龄困难老人形成结对
帮扶，积极构建“以老养老”“以邻助老”的农村新养老模式，让老
人们在幸福院生活有保障、生病有人知、困难有人帮，形成了敬
老助老、邻里互助的文明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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