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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乡贤的力量化解矛盾纠
纷，是宿松县柳坪乡践行新时代

“枫桥经验”的做法之一。近年
来，宿松县柳坪乡利用设立的

“乡贤调解工作室”共同参与农
村社会治理的“多元化融合”模
式在当地遍地开花。截至目前，
该乡由乡贤组成的人民调解员
队伍已发展到 46 人，覆盖全乡各
个村民小组，他们已成为乡里化
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帮手。

49岁的舒灿武是柳坪乡龙河
村横山组的村民，他是龙河村“乡
贤调解工作室”的人民调解员。担
任人民调解员三年来，舒灿武像
一根红线贯穿于政府和群众之
间，利用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为
村民无偿调解家庭矛盾及邻里纠
纷，和村干部一起维护着村里的
和谐安宁。

龙河村舒某曾因生活琐事同
邻居吴某发生纠纷，舒某动手打
了吴某。事后，村委会做了很多
思想工作，双方因药费赔偿问题
未能达成协议，吴某还扬言，如
果村里不把问题处理好，他就到
县里上访。面对如此难题，村里
想到了德高望重又懂政策的舒

灿武。舒灿武采取适人适事调解
法，协助村委会终于成功化解了
这桩纠纷。

为切实做好农村矛盾纠纷排
查化解工作，2016 年，柳坪乡在
上级综治部门指导下，依托乡综
治中心，设立柳坪乡“乡贤调解
工作室”，将村里老党员、老教
师、老干部、经济文化能人等吸
纳到“乡贤调解工作室”里来，同
时又在全乡 7 个行政村分别设立
村级“乡贤调解工作室”，通过乡
村干部、乡贤联动的乡村治理模
式，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矛盾不上交”。

如今走进柳坪乡，到处呈现
出一片祥和、文明的新气象。“善
气迎人，亲如一家；恶气迎人，害
于兵戈。”“握手言和交挚友，宽容
大度留美谈。”……墙上的这些标
语是对“安全感”的最好诠释。

柳坪乡自设立“乡贤调解工
作室”以来，共参与排查化解矛盾
纠纷300余件，化解率100%，充分
发挥出了基层人民调解第一道防
线作用，有效预防和减少了信访
问题的发生。

通讯员 孙春旺 李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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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党的政策好啊！村卫生室这样宽敞明亮，药品充足，价格也便宜。”“现在村医不但技术水平

高，而且服务态度好，还能提供输氧和推拿、针灸等老百姓易于接受的中医药治疗。”“我们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公共卫生服务，小病不用出村了。”这是怀宁人的切身感受。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城乡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全民共

享……2019年，怀宁县卫生健康事业实现健康持续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幸福指数持续上升。

托起群众健康梦
通讯员 檀志扬 陈兰芬

▶▶

怀宁县清河乡太平村村民刘和长因
患多种慢性病，以前经常到乡卫生院和
县医院住院治疗，家里因病致贫。去年他
冠心病又发作，到村卫生室找村医救治，
经几天输液对症治疗，疾病明显好转。

“看病方便多了。”“医疗卫生条件越
来越好了。”……刘和长等基层群众的声
音，真实地道出了怀宁县卫生事业的变
化与进步。

2019年，怀宁县大力推进省级健康
促进县创建工作，全县共创建机关、企
业、学校、医院、企业、家庭等六类健
康促进场所277个。该县将健康融入所

有政策，精心组织开展“万步有约”职
业人群健走激励大赛”等健康主题赛事
活动，建成健康主题公园文化园共 43
个、健康生活e站135个。完善村卫生室
服务功能，积极将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与精准扶贫有效结合，坚持补齐医疗阵
地短板，筑牢健康扶贫基石，全力推进
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全县已完成38个
样本点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其中9个
出列村和10个拟出列贫困村卫生室标准
化建设已全部到位。

怀宁县积极推进医养结合试点，全
县21个养老机构都与医疗机构签订了医

养结合协议，已建成医养结合机构 1
个。同时，顺利通过血吸虫病传播阻断
达标省级评估验收，在全县范围内实现
了血吸虫病传播阻断的防治目标，代表
安徽省接受国家血防春查调研。县妇计
中心主体工程建设已竣工，正在进行外
部装修，县医院妇儿分院项目建设正在
按EPC项目总进度计划稳步推进。县中
医院康复治疗中心项目已完成立项、环
评、规划方案设计等工作。怀宁县还全
面完成80所一体化村卫生室标准化提升
建设项目。截至目前，全县提前完成
2020年计划改造提升的村卫生室65个。

强化基础
让群众“有地方看病”

▶▶

29岁的腊树镇居民蔡军，从小患有
糖尿病、肾功能不全，他于 2017 年 6 月
接受胰、肾联合移植，共计费用近百万
元，术后需要口服抗排异药物，每年需
要药费近20万元。为了治疗，蔡军家债
台高筑，因病致贫。

腊树镇把蔡军列为精准扶贫的重点
帮扶对象，享受健康脱贫“351”“180”政
策，每季度到镇卫生院做体检，在村卫生
室测血压、测血糖，医生告诉他怎么吃
药、饮食和生活中要注意哪些事项。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家庭医生还经常上门给
他宣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民生工程相关
政策，一系列贴心服务让蔡军感受到了
党和政府的温暖。

“辛辛苦苦奔小康，得场大病全泡

汤”，疾病已成为横亘在脱贫路上最大的
“拦路虎”。如何确保小康路上不落一人？
怀宁县卫健委积极探索健康扶贫工作新
机制，创新健康扶贫模式，让困难群众

“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怀宁县积极推进健康脱贫工作，全面

落实“三保障一兜底一补充”政策，实行
贫困人口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并取消住
院预付金。截至2019年底，全县为贫困人
口办理“三保障一兜底一补充”补偿9842
人次，基金支出2505.46万元，实际补偿比
达 87.72%，其中常见及特殊慢性病经

“180”补充医保再补偿270人，实际补偿
比达97.82%。该县大力推进贫困人口公
共卫生服务，为贫困人口每人建立一份
健康档案，实行动态管理，分类干预，全

县已建立贫困人口健康档案21568份，建
档率达100%；贫困妇女“两癌”免费筛查
1488人，贫困家庭儿童营养包免费发放
193人，孕前优生健康检查3518对。

同时，怀宁县有效开展大病专项救治
行动，全县患9种大病的贫困患者有252
例，已开展专项救治的达250例。即时为
贫困慢性病患者展开鉴定，通过鉴定的
贫困人口慢性病患者共计2261人。实行
贫困人口家庭医生免费签约，全县共实
现贫困人口免费签约20698人，常住贫困
人口签约率达100%。县有关部门还制作
了5万份《公民健康素养66条》和5万份
健康扶贫政策宣传折页，发放到每个贫
困户手中，全县卫生计生系统开展健康
脱贫宣传活动达三十余场。

健康扶贫
让群众“看得起病”

▶▶

高河镇粉铺村横塘组村民高赛丽的
宝宝自出生后，定时到高河镇卫生院打
预防针。最近她带宝宝来到镇卫生院，发
现预防接种门诊让她眼前一亮——

沿着预防接种门诊指示牌引导走向
智慧化接种门诊，进入门诊后看到的是
耳目一新、宽敞明亮、温馨舒适的接种大
厅，五颜六色的塑胶地面上不同颜色的
标识牌分别指向预检分诊、登记体检、疫
苗接种等区域，直接可以根据标识牌到
相应的区域；以前打针取号，直接用手
取，现在在取号机上扫描儿童预防接种
本上的条码取号后，接种门诊信息化服
务器将儿童接种信息自动纳入智慧化接
种流程；能清楚的在平板电脑上看到每
次接种疫苗的种类、剂型、生产厂家、有
效期等相关信息，在知晓相关信息后，知
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签名和指纹或人脸
识别的核验及签署确认；接种系统呼叫
到对应接种台后，准备接种的疫苗详细

信息在电视屏幕上同步显示，让人一目
了然，护士通过接种系统扫描儿童接种
本上的条码，冰箱自动弹出儿童需要接
种的疫苗，核对姓名后进行接种，避免了
打错疫苗的情况发生。如今，科学化、信
息化、智能化、人性化管理，让高赛丽带
孩子到高河镇卫生院接种门诊时感到更
温馨、更舒心、更放心。

前不久，安徽省首家“智慧化”预防
接种门诊，在怀宁县高河镇卫生院正式
运行，通过开展智慧化预防接种门诊建
设，真正实现了“精准取苗零差错”“问
题疫苗秒冻结”“追溯接种全过程”，从
源头上杜绝了疫苗存在的安全隐患，告
别了接种台前拥挤、留观时间难以保证
等传统接种门诊的弊端。

怀宁县把实施卫生民生工程作为
富民惠民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围绕社会
最关心、基层百姓最期盼的问题，集中
财力、物力、人力，落实民生部署，为百

姓交出了一份满意的“民生答卷”。
为了让群众看病就医更方便，怀宁县

扎实推进卫生计生民生工程，智慧医疗
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妇幼健康、计生特
扶和职业病防治，落实综合医改任务。

县医院改进与安医大二附院神经外
科深度合作机制，推进与东南大学附属
中大医院肝胆胰中心和心血管中心的合
作，县中医院继续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签订合作协议；县医院月山
分院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有序开展，县中
医院与茶岭镇卫生院紧密型医共体挂牌
运行，启动县医院与三桥镇中心卫生院、
县中医院与石牌镇中心卫生院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工作；加强行业管理
和学科建设，县医院牵头组建口腔医学
会、护理学会、药事质控中心、医院感染
质量控制中心，县中医院成立“治未病”
中心……城市医联体、县域紧密性医共体
建设正在怀宁县有序推进。

做实民生
让群众“就医更方便”

锐新闻锐新闻

我市扎实推进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项目。着眼长远发展。
在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合理安
排拆旧复垦规模，科学制定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退宅还耕）
项 目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和 年 度 计
划。结合易地扶贫搬迁、地质灾
害隐患点搬迁避让等工作，因地
制宜、统筹推进。维护群众权
益。根据一户一宅、一户多宅、
继承等情况，制定差异化政策，
对退出宅基地村民给予合理补

偿。考虑项目区拆旧安置成本和
增减挂钩指标用途，加强增减挂钩
资金收益管理，确保收益全部用于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2019年通
过退宅还耕，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筹集34.2亿元，位居全省第一。
优先绿色发展。按照宜耕则耕、宜
林则林、宜草则草原则，督促乡镇
政府将增减挂钩拆旧区复垦，严
格保证复垦耕地数量和质量，坚
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绿色发展道路。 资规

我市
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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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县夯实基层党建基础提
升组织力。标准化推进。从严落
实“三会一课”等制度，推进创
建型党组织“上标准”、标准型
党组织“再提升”、示范型党组
织“强引领”。目前，标准型党组
织 1016 个，达标率 92%。制度化
整顿。按照“先进、一般、后进”
等次，对 19 个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一地一策”整顿，建立“1
名县干定点指导、1 名乡镇党委
书记包点帮扶、1 名机关第一书
记驻点负责、1 个机关事业单位
结对共建”帮扶机制。网格化服
务。以打造“一公里”服务圈为
目标，建立农村网格党支部 417
个 ，圈 内 12000 名 党 员 帮 带
14000 户贫困户。 望办

望江
夯实基层党建基础提升组织力

近日，大观区召开大气污染
防治及秸秆禁烧紧急工作会议，
传达市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攻坚
及秸秆禁烧工作紧急会议精神，
并对该区近期大气污染防治及
秸秆禁烧工作进行部署。

该区部署奋战 20 天，高标准
整改大气污染防治各类问题，全
面提升污染防治质量水平。明确
标准职责，要求属地及区直部门
同频共振、联动发力，突出抓好
散煤治理、建筑扬尘和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及秸秆禁烧管控，开展
集中整治行动，强化大气污染源
头治理。严格落实各级领导责
任、工作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坚持“一线工

作法”，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深
入工地，采取有力有效举措，坚决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同时，该区各有关部门加强密
切协同、联防联控，以强大工作合
力推动防治任务落实。加大环境
执法力度，严格处罚环境违法行
为，倒逼责任落实、工作落实，采
取夜查、巡查、执法整改等措施，
全力打赢打好蓝天保卫战。

另据了解，2019年 12月 31日，
大观区对列入整改范围的最后一
家汽车 4S店通过整治验收。此次
共有11家企业完成整改，整改完成
率 100%。至此，大观区汽修行业
2019 年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整治
工作完满收官。 项顺平 汪海

大观
全力打赢打好蓝天保卫战

2019 年 12 月 30 日，望江县鸦
滩镇在香茗村开展“庆元旦、迎新
年”文艺汇演。本次演出都是由当
地村民自编自演，节目形式多样，
精彩纷呈，吸引了十里八村的群众
前来观看。

演出由舞蹈节目 《祖国，你

好》 拉开帷幕，表演者热情洋溢
的 舞 姿 引 得 台 下 观 众 叫 好 声 不
断。随后黄梅戏 《慈母泪》《月圆
花好》《雄鸡啼破五更天》 和舞蹈

《爱上一朵花》 等精彩节目轮番上
演 ， 现 场 气 氛 热 烈 。 流 行 歌 曲

《心语》 更是将演出气氛推向了高

潮，演出最后在大合唱 《歌唱祖
国》 中落下帷幕。本次演出既丰
富了当地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又展现了大家热爱生活、积极乐
观的精神面貌，热闹的乡村呈现
出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

通讯员 黄秀珍 王映梅 摄

村民自编自演
载歌载舞迎新年

舞台上的表演者都是当地村民舞台上的表演者都是当地村民

文艺汇演现场

吸引了广大村民前来观看吸引了广大村民前来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