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猴年春节，由于患上了重感冒，江西
鹰潭贵溪市罗河镇陈家村村民汪珂萱没
能像往年一样拜访亲戚。她来到离家不
远的村卫生计生服务室就诊。医师陈卫
平细心检查后，开出了输液配合口服双黄
连颗粒治疗方案。随后，汪珂萱来到收费
窗口，缴纳 9 元的诊疗费和 15 元的药费，
由于新农合报销了诊疗费中的 8 元以及
药费的 70%，她个人只花费了 5.5元。

汪珂萱享受到的福利，得益于鹰潭市
正在实施的村级卫生计生服务一体化改
革。去年以来，鹰潭市由市、县两级财政
筹集资金 8000 余万元，在所有行政村建
设卫生计生服务室。

总投资 80 万元的陈家村卫生计生服
务室，面积有 400多平方米，设有诊疗室、
注射室、观察室、药房和计生服务室，每天
最多能接诊 100 名患者。观察室还安装
了液晶电视，供输液的患者使用。

像这样的“标准”村卫生计生服务
室，鹰潭市达 322 个，几乎覆盖了所有

行政村。在此平台基础上，当地卫生行
政部门整合村级卫生医疗队伍，推行新
农合村级直报和药品零差价销售，并将
计生服务融入其中，将国家卫生医疗改
革的政策福利送到农村群众的家门口。

“以前，在村里私人诊所看个感冒都
要花 60 多元，镇卫生院能直接报销新农
合，却要走十多里路。村民看个小病，要
么去个体村医的私人诊所，要么去乡镇卫
生院。前者虽然方便但费用高，后者虽然
便宜却不方便。”汪珂萱告诉记者，如今，
卫生计生室就建在家门口，而且费用大部
分由新农合负担，村民已基本实现了小病
不出村。

记者在新农合报销窗口看到，工作人
员将处方和票据全部都上传至基层医疗
实时监管系统，这意味着服务室里的每一
个医生开出的每一张处方都被监控，既不
能多开药，也不能多收费。

记者粗略查询了一下，整个服务室
10 元左右的处方占了九成以上。鹰潭市

卫计委主任李恩福告诉记者，“以往村民
在私人诊所看病时，往往并不知道医生开
出的处方是否使用了基本药物，现在信息
都一目了然了。”

村级卫生计生室的设立，不仅给群
众带来实惠，也让以往各自为战的个体
村医找到了归宿。李恩福介绍，为了有
效整合村医队伍，改变监管缺位的局
面，政府将村医队伍纳入村级卫生计生
服务室统一管理，出台了基本医疗服务
补偿政策，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
对聘入村卫生计生服务室的村医给予公
益性事业补助。

李恩福的说法在陈卫平那里得到证
实。他告诉记者，陈家村卫生计生服务室
包括他在内共有3位医生，原来都是个体
村医，去年通过严格培训考核，他们被聘
到村卫生计生室工作，现在获得政府购买
服务的补助每人每月3500元左右。

在陈家村卫生计生服务室，记者大致
了解了陈卫平等 3 位村医的收入构成情

况。其一是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补助，每
年每人 20 元，陈家村共有 4000 多人，全
年政府补助 8 万多元；其二是一般诊疗费
补助，每人次 9 元，按每人每年 2.5 次计
算，全年政府补助 9 万多元。此外，加上
基本药物使用补助、传染病报告补助等，
陈家村卫生计生服务室一年收入大概在
19万元左右，扣去自聘的 3名护理人员应
付报酬，实际收入为 13万多元。

“在这里上班不仅工作环境大大改
善，而且个人待遇有保障，退休之后还能
领取政府为乡村医生发放的退休补贴，感
觉很安稳。”陈卫平说。

记者了解到，村卫生计生室还有一项
重要的职能，就是为村民提供日常的普通
计生检查、健康教育、咨询等。贵溪市卫
生局副书记江斌说，以前村一级都没有计
生服务室，乡镇计生服务人员只能在每年
1 月、5 月、9 月约定时间到村里为村民提
供服务，“现在有了工作场地，村民可以随
时在家门口享受计生服务”。

江西鹰潭：

医 改 福 利 送 到 家 门 口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春节期间，古都南京的众彩农副产品
物流中心热闹非凡。市场外，远远望去一
辆辆运输农副产品的汽车绵延数公里。
市场内，商家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
于耳，南北各地的口音此起彼伏。整个市
场显得格外火热，呈现出购销两旺的浓厚
节日气氛。

果品经营户徐明存是一名荣立过 5
次三等功的转业军人，自 2010 年市场开
业第一个入场从事水果批发经营。“党的

富民政策促使我下海自主创业，如今带着
儿子在市场内经营果品批发生意，年交易
额达 8000 万元左右，平时 10 个人忙活，
现在增加到 20 个人还要加班加点才能应
付。”徐明存说。

1986 年出生的刘勇，也是自市场开
业就在这里批发蔬菜，凭着一股自主创业
的精神，从原来每年 1500 万元的交易额
到现在高达 1 亿元，几乎每年都成倍增
长，春节期间每天的蔬菜交易量达 200吨
左右。他说：“不仅仅是春节时的交易量
这样，即使在平时也要达 100多吨。我现
在除了批发蔬菜，还拥有蔬菜种植基地，
可满足蔬菜断档时的需求。”他经营的薄

皮青椒曾是整个市场独有，引起其他经营
户的关注，纷纷向他请教，他毫无保留。
他获得 2013 年度“江苏省十佳农民工”的
称号。如今，他不但自己创业，还帮助家
乡的几十人从事市场批发创业致富。

众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是华东地区
重要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占地 3000 亩，
现有营业面积 160 万平方米，5000 多户
入场经营，整个市场呈现一铺难求的局
面，日均车流量 3.5 万至 4.5 万辆次，人流
量达 6 万至 8 万人次。市场的各种农副
产品，蔬菜、果品、鱼虾、粮油及海产品等
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运来交易。市场
自 2010 年正式运营，当年即实现交易额

160 亿元，随后连年保持高速增长，2015
年实现交易额 420 亿元，已成为覆盖南京
甚至整个江苏和长三角地区的农副产品
源头集散市场。

众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董事长言宣告
诉记者，在当前的大环境下，传统零售市场
受电商的冲击无处不在。众彩会更积极响
应政府号召，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强化运
用互联网思维，深度切入供应链和贸易链
各环节，加快形成南京农副产品物流中心
的各种贸易方式，进一步构筑市场的竞争
新优势，紧紧抓住商务部流通体系转型升
级的政策导向，建设智慧“众彩”，实现生鲜
农产品市场转型升级新跨越。

南京众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

拥 抱 互 联 网 焕 发 新 活 力
本报记者 薛海燕 通讯员 高 深

“党的政策真是好，美丽乡村多美妙，建设石
鼓新农村，石鼓人民乐陶陶⋯⋯”花鼓戏传人张广
琪时隔 10 多年重操旧业，唱起了美丽乡村，成为
石鼓墩景区一道风景。

正月初五，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市香城镇石鼓
墩村党支部书记张昭铸吃过早饭就来到了村头广
场上，这时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大家初四就约好
了，今天要“唱唱跳跳”热闹一下。不一会儿，几名
村民抬着大鼓来了，敲锣打鼓，一团喜庆。张广琪
支好花鼓架子，首先开了唱；几名村民顶着手绢跃
跃欲试，老人孩子组团的广场舞队伍，在音乐中缓
缓起舞；周围一圈村民全神贯注观看节目，一阵阵
掌声，一串串笑声。

“早就听说过这里，今天和家人来看看，很
有儿时乡村的意境，在这里寻找乡村记忆，家人
都很开心⋯⋯”家住邹城城区的王先生，驾车带
着老人孩子一早就来到石鼓墩村。他说，在村
里漫步，能更好地感受山乡农村独有的古朴和
恬淡。

依山傍水，绿水环绕；石径通幽，田园乡村。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让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石鼓
墩村焕发出新的生机、展现了新的形象，也让偏远
的山村成为城里游客的好去处。虽然是冬季，但
是仍有不少游客慕名而来。

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石鼓墩村首先从
改善村庄环境入手，请专家对村庄建设作了整
体规划，清理堆积多年的垃圾和卫生死角，对
村间道路、广场地面硬化，修建了门前水沟，
使之相互沟通，避免村里积水，环境得到了改
善。在此基础上，该村将田园特色、文化内涵
和乡村游相结合，深入挖掘“鼓”特色文化，
建成了石鼓广场、六鼓迎宾、石鼓大道等景
点，逐步打造出“美丽乡村游、山乡慢生活”
的旅游景区。

“出去不到一年，村里家里的变化太大了。村
里帮助家里改厨改厕，水冲式厕所干净卫生，洁净
的厨房舒舒服服⋯⋯”村民王照林打工回来，逢人
就夸政策好，自豪之情难以言表。他说，美丽乡村
建设，老百姓最受益，村庄成了景区，环境绿化很
美，家家户户都有了新变化。

山东邹城：

美 丽 乡 村 石 鼓 墩
本报记者 郭存举

藏历新年前夕，记者走进云南省德钦县佛山乡纳古
村村民格茸此里家，他开启电动酥油机，只用 5 分钟，就
喝上了浓香的酥油茶。

格茸此里很享受现在的生活，最近几年，他通过种
植葡萄，每亩收入从原来种青稞的几百元，到现在的上
万元，再加养牦牛等收入，他家一年收入能到 8 万元左
右。他认为，这一切改变，源于云南电网给他们村通上
了电。

德钦地处高寒山区，利用区位优势，当地政府引入轩
尼诗等知名酒企，运用“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模式，
大力发展葡萄种植，带动藏民致富。截至 2015 年 6 月，
全县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 13400 亩。德钦葡萄产业园
区管委会主任穆洪春说，酒庄的生产生活都要用电，一是
加工生产，二是储存温湿度调节，三是酒庄附带功能如游
客接待、观光体验等。

“以前德钦主要是依靠地方小水电和一条从香格里
拉输送过来的 10 千伏线路供电，电压很不稳定。”德钦供
电分局局长兼党总支书记李忠进告诉记者：“如果供电不
可靠，投资商就不会来德钦。”为此，德钦供电局为阿东酒
庄建设了一条供电专线，保证了酒庄和农户正常生产生
活用电。

2005 年，按照云南省政府“一张网、全覆盖”的部署，
南方电网公司在迪庆藏族自治州成立迪庆供电局，以骨
干电网、电力外送通道、城农网改造升级等工程建设为重
点，加大了电网建设力度。据统计，2015年德钦县 100%
的乡镇已经电网覆盖，实现了户户通电。

云南德钦：

电力点亮产业致富路
本报记者 周 斌

2 月 13 日，记者来到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沙坪镇乌
云界生态园时，为期７天的“湖南乌云界年货文化节”正
如火如荼地进行，来自附近山村的农户把糍粑、走地鸡、
腊肉、茶油等农特产品打上标签，精细包装，吸引了顾客
前来选购。

“让带有泥土气息的‘土特产’绑定现代气息的‘生态
游’，促农增收是这次举办年货文化节的目的。”沙坪镇党
委书记彭晖介绍。沙坪镇位于雪峰山北坡，山清水秀，但
之前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全镇 11 个村中有 6
个是省级贫困村。

农民如何在家门口致富？如何在留住迢迢绿水、莽
莽青山的同时收获金山银山？沙坪镇政府认为，良好生
态是全镇的立足之本，脱贫致富还是要在山水风光上做
文章。

2015 年，桃源县规划了“村有主导产业、户有增收
项目”的发展格局，培育茶叶、果蔬、竹木等产业。同
时全面推进水、电、路、气、房和环境“六件实事”，整合
涉农项目及资金 1 亿元，对全县贫困村进行基础设施
改造。

改造后的沙坪镇换了新模样，老树青山落霞，小桥流
水人家，再加上通了高速公路，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前
来观光，仅 2016 年春节期间，沙坪镇接待游客就达到 1
万余人次。

山村变景区，村民在耕地同时，积极发展副业。湖湘
坪村的黄元球在乌云界生态园门口开起擂茶店，半年来收
入达到 3万多元，是之前他家年收入的 3倍。沙坪镇旅游
扶贫示范片区还成立了渔协会、高山茶协会、黑鸡协会等
5 个协会，带动区域内群众积极开展种养活动，有条件的
农民入股协会成了股东，增加了致富途径。

生态旅游兴旺了，相关产业发展了，村民的钱袋子也
鼓起来了。2015年沙坪镇年人均纯收入达 7550元。

湖南桃源：

山区农民成协会股东
本报记者 李华林

“通组联户路早该修了，我们眼睛都望大了。”
“张开平残疾无劳动能力，他都不能吃低保谁该吃？

我举双手赞成，我们都没得意见。”
近日，在贵州省绥阳县小关乡小关村香坝组村民李

登志家堂屋，由小关村委会召开的群众会在这儿热闹举
行。春节期间，村里外出务工的村民都回来了，村民们举
手表决一项项与大家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大事，按下红
手印，大家兴高采烈，很多村里难题在此解决了。

在群众会现场，记者看到，李登志家里座无虚席，站
的站、坐的坐。群众为的是一票发言权。

经过讨论，参会村民先就2100米的通组路和2700米
联户路该不该修、怎么修、什么时候修达成了共识。接下来
又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2009年至2013年家电下乡补
贴政策落实情况，以及享受低保待遇核实情况。

谈论、表决、签字，喜悦之情写在每一个参会村民的
脸上。

为了开好这次群众会，村委会做了不少准备工作，组
成评估小组先入户调查，然后召开党员、村民代表会议评
议，再召开村民户代表会议评议，最后当场宣布评议结果
并公示。

“民生事业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把民生事业发
展的知情权、参与权、决定权和监督权交给群众，让群众
自己来回答、自己来决定。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
性、创造性，使我们的事业真正成为群众关心、群众参与
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驻村干部刘玲说。

贵州绥阳：

群 众 会 为 群 众
本报记者 王新伟

①① 22 月月 1313 日日，，贵州贵州龙里龙里的苗族同胞举行的苗族同胞举行

““跳月跳月””活动活动，，欢度新春欢度新春，，祈求风调雨顺祈求风调雨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吴秉泽吴秉泽摄摄
②② 22 月月 1010 日日，，河南安阳市河南安阳市非遗非遗、、民俗文化民俗文化

产品展示会上产品展示会上，，市民市民在选购商品在选购商品。。

毕兴世毕兴世摄摄
③③ 22 月月 1313 日日，，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

山镇太坪岩村山镇太坪岩村，，村民欢聚一堂村民欢聚一堂，，打锣鼓打锣鼓、、跳秧歌跳秧歌、、

舞龙灯舞龙灯，，喜闹新春喜闹新春。。 刘刘 强强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