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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

本版编辑 王薇薇 李 景

重庆南川破解贫困群众就医难
胶州“发财猪”

跑出“黄金路”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泽秀

2亿元消费券

帮扶贵州刺梨产业

迁徙移民过上好日子
——“南水北调”源头湖北十堰市郧阳区脱贫纪实

□ 梅 洁

为加强健康管理，重庆南川区家庭医生定期为贫困户体检。 任前蔚摄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陈蕗颖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报道：近
日，经济日报记者从广州市疫情防控
新闻发布会获悉，广药集团全力帮
扶贵州刺梨时尚生态产业发展，
2019年“刺柠吉”系列产品实现销
售超1亿元。下一步，广药集团将
向社会发放价值2亿元“刺柠吉”消
费券。

据悉，2019年广药王老吉帮扶
贵州发展，采购刺梨原液约500吨，
带动相关农户及务工人员超过2000
人增收致富。其中，刺柠吉惠水工厂
直接解决数百位农民就业，包含多个
建档立卡户。据贵州省工信厅数据
显示，广药集团对刺梨产业的帮扶带
动贵州刺梨生产加工企业销售额同
比提高30%以上，有效促进了当地
的经济发展。

广州王老吉大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翁少全表示，为帮助更多贵
州人民脱贫，在即将开展的消费券活
动中，王老吉拟每卖出一箱12罐装

“刺柠吉”捐出2元，每卖出一箱24
罐装“刺柠吉”捐出4元，全部用来帮
助贵州当地困难群众。接下来，王老
吉还将利用直播带货等多种创新销
售模式，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促进

“刺柠吉”消费。
“让我们感到欣喜的是，‘养在

深闺无人识’的刺梨通过王老吉
‘刺柠吉’推广带动，越来越多消费
者开始了解、关注刺梨，为刺梨市
场注入了新活力。”翁少全表示，目
前申请注册刺梨元素的商标成倍
增长，贵州刺梨生产加工企业2019
年销售普遍比往年提高了 50%
以上。

消费券是各地政府和企业为提
振后疫情时期消费的一种手段。据
了解，本次活动中的1亿元消费券将
在广州地区派发，借助广州经济发展
优势带动消费扶贫。同时，4月底消
费券还将在王老吉天猫旗舰店、王老
吉商城等官方平台发放，消费者还可
通过穗康公益、新零售直播平台、在
线外卖平台、电商平台等多个合作平
台参与消费扶贫。

当天，王老吉药业还与贵州毕节
签订了“广药王老吉刺梨项目”，合作
生产刺梨润喉糖等相关产品，第一期
将于今年下半年建成投产。据悉，王
老吉大健康还将在黔南州注册公司，
持续加大刺柠吉产品投入，深入挖掘
更多增长点。

“这两年猪肉市场行情好，价格
不错，俺家的收入也上来了，日子比
以前强多了。”在青岛胶州市里岔镇
王家乔村，村民王慎廷高兴地说。

据了解，原本王慎廷一家三口生
活还算宽裕，日子也过得井井有条。
可天有不测风云，2012年他的妻子
因多次摔伤致使身体肢体残疾，不仅
失去了劳动能力，还欠下了6万余元
债务，同年儿子王明晓考上了大学，
但因家庭贫困面临辍学危险。妻子
要治病孩子要上学，全家只依靠5.4
亩的土地维持生活，人均纯收入仅
2800 元左右，日子过得很艰辛。
2014年经过申请识别，王慎廷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胶州市实行
“一户一策”精准施策。里岔镇扶贫
办第一时间协调民政部门帮助王慎
廷家筹集救助金1.5万元；为他的儿
子落实了“雨露计划”补助，每年可获
得补助3000元；还为王慎廷全家办
理了商业医疗保险等多项兜底保险。

与此同时，胶州市扶贫协作办还
安排一位帮扶责任人，每月固定走访
慰问王慎廷家，帮助他解决生活难
题。2016年底，王慎廷顺利脱贫。

既要为贫困户“输血”，更要为贫
困户“造血”。考虑到里岔镇当地黑
猪是胶州的特色名牌，当地镇政府帮
扶工作队决定“对症下药”，在征求王

慎廷意见后，由镇政府出资帮助王慎
廷购买了5头优质黑猪仔，畜牧局帮
扶干部手把手教他学习养殖技术和
专业知识。

“政府千方百计帮着俺家脱贫，
俺一定不能拖后腿，要靠自己的双
手让日子过得更好。”王慎廷说，他
下定决心，认真研究起了黑猪养殖
和配种技术。经过近4年的养殖，
王慎廷熟练掌握了养猪方法，养殖
规模逐步扩大。从开始1个猪圈发
展到现在10个猪圈，现存栏40多
头生猪，其中有5头种母猪，年纯收
入达到7万余元。

疫情期间，猪圈里生产了20多
头小猪仔。“虽然发生了疫情，但并没
有影响猪肉的价格和销售。”王慎廷
看着这些活蹦乱跳的小猪仔笑着说，

“现在猪肉价格很可观，今年大约有
三四十头猪要出栏，预计收成比往年
要好。”

王慎廷找到了发家致富的好路
子，成为村里有名的养殖大户，周边
邻里都上门找他请教养猪技术，他细
心传授技术经验，在十里八乡间掀起
了“传帮学带”式的黑猪养殖热。

如今，他的儿子已顺利毕业，找
到了一份稳定工作，全家的日子过得
红红火火。“感谢党的扶贫政策，通过
黑猪、白猪养殖，让俺过上了好日
子。”王慎廷对记者说。

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
战役。近年来，重庆南川区不断强化农
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从完善
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等方面下功夫
出实招，将贫困人口医疗保障网越织越
密，确保贫困人口“少生病、看得上病、看
得起病、看得好病”，为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打下了坚实的医疗保障基础。

家庭医生服务到家

4月14日，南川东城街道卫生院医
生李命淑又来到了黄淦村贫困户胡正友
家里，为他检查腿脚。前年，胡正友在打
工时摔断了腿脚，丧失了劳动能力，被纳
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年多来，在家庭
签约医生帮助下，胡正友的伤势恢复良
好，已能在附近做些零工。

在南川，每一位贫困群众，都像胡正
友这样享受到了家庭签约医生的定期上
门服务，提供医疗建议并做好防病指导。

近年来，南川先后成立家医签约服
务团队220个，通过集中义诊、上门服务
等方法，优先为贫困人口提供家医签约
服务，实现贫困户家医签约全覆盖。

为了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做实做
细，南川依托智慧医疗健康平台，通过启
动人脸识别系统、GPS定位系统，对辖
区居民信息录入和人脸采集，统一服务
标准和服务内容，完善老年人及高血压、
糖尿病人等健康档案，实现了辖区居民
就诊信息自动推送到健康档案，提高了
健康档案的完整性、准确性。

“家庭医生获得授权后，可以调阅居
民电子健康档案和所有就诊病历，能更
加精准了解居民健康情况和过往诊疗记
录，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其随访和指
导用药情况也一并录入健康档案，为居
民后续诊疗提供准确有用信息。”南川区
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何江说。

完善医疗服务体系

4月20日，经济日报记者在南川区
中医院二期住院楼项目现场看到，建设
工程目前孔桩开挖完毕，地梁基础完成
超过30%。据了解，该项目完工后，将
增加500张床位，极大地提高就医水平
和条件。

这是南川全面改善医疗机构基础设
施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南川通过
改扩建一批、联合设置一批、整体搬迁一
批的方式，改扩建区人民医院儿科楼、乡
镇卫生院7所，整体搬迁区妇幼保健院、
完成244个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为所有乡镇卫生院配齐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B超等设备，DR、CR覆盖所有中心

卫生院。
在硬件上，该区人民医院成功创建

三甲医院，区中医院成功创建二甲医院，
区宏仁医院成功创建二乙医院，33个基
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全面改
善。在软件上，统一区级医疗机构、乡镇
卫生院、民营医院医疗健康数据标准，实
现了全区医疗机构信息、医护人员信息、
疾病目录、诊疗目录、手术目录、药品目
录的数据标准统一，建立区域医疗卫生
信息数据库。

何江告诉记者，目前南川区已集成
40家公立医疗机构、12家民营医院和
100 家个体诊所有效医疗健康数据
1500余万条，接下来将把全区279家村
卫生室医疗健康数据纳入平台，消除空
白和盲区，真正实现了区域卫生健康信
息“一张网”。

南川还将贫困患者按“大病、重病、
慢病”分类建立工作台账，制定个性化治
疗方案，按照分级诊疗、逐级转诊原则，
实施分类救治，对不同的患者采取相应
的治疗和康复措施，并落实一名管理人
员参与疾病的跟踪随访及管理，确保农
村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治疗。

医保“一站式”结算

“多亏了政策好，我才能把病治好。”
在南川区人民医院出院结算窗口，水江

镇石茂村村民彭大姐告诉记者，她因为
急性心肌梗死入院，通过手术和住院治
疗花费 36477.42 元，最后实际自付
3647.74元，看病负担大大减轻。

彭大姐所说的“政策”，是南川为贫
困人口建立的7道医疗保障线，通过这
些保障，确保贫困人口住院自付比不超
过总费用的10%，重特大疾病、慢性病
门诊自付比不超过总费用的20%。

据了解，为了对贫困人口看病实行
全面兜底保障，南川为农村贫困人口购
买了精准脱贫商业保险，并且建立起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扶贫
济困医疗基金、健康扶贫医疗基金、健康
扶贫政府兜底救助等7道医疗保障线，
通过在全区公立医疗机构实施“先诊疗
后付费”政策，开发了“政府兜底平台”，
实现7道医疗保障“一站式”结算。

南川区卫健委积极配合医保、民政、
残联等部门，落实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
保缴费资助政策，加强督查各乡镇（街
道）统筹资金资助参保情况，全区农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
全覆盖。

2019年，南川区贫困人口累计就医
15078 人次，健康扶贫医疗基金救助
350万元，政府兜底725万元。贫困患
者住院自付比9.86%，重特大疾病、慢性
病门诊自付比18.10%，看病负担大大
减轻。

远程医疗补齐短板

4月7日9时41分，南川区人民医
院远程影像诊断中心接到东城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发来的远程诊断申请：患
者刘女士左肩疼痛，其左肩关节的X线
摄片需要进行诊断。9时47分，诊断报
告出具完成。9时 50分，报告通过审
核，发回东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虽然是在社区医院就诊，但通过远
程医疗服务，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
间，刘女士就拿到了南川区人民医院出
具的诊断报告。“远程影像诊断中心向上
联网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
科，向下覆盖了中心卫生院、乡镇卫生
院、社区医院等22家基层医院，可以开
展远程诊断、远程会诊、远程教学，目前
已实现了三级覆盖，患者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南川
区人民医院放射科副主任杨仕海说。

远程医疗服务不仅缓解了基层医务
人员不足，也有效解决了偏远山区老百姓
看病远、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南川以
区人民医院为依托，建设远程心电诊断中
心、远程影像诊断中心、病理诊断中心、临
床检验中心和消毒供应中心等“五大中
心”，通过“一个平台、五大中心”，推动区
乡村三级联动“共享医疗”，让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提升了基层卫生医疗服务能力。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湖
北十堰市郧阳区贫困发生率从2014年
的35.63%下降到去年的0.21%，5年累
计减贫16.09万余人。对于背负着“南
水北调”重大使命的郧阳来说，这实在是
一项既艰苦又可观的成绩。

一方山水养不了一方人

2008年11月份，“南水北调”中线
二期移民工程在汉水之滨湖北十堰市全
面启动。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水利建
设移民28.7万人之后，再度动迁18.2万
人。这意味着当地许多乡镇和村庄不得
不再度后靠，向海拔更高的山上搬迁。
2010年至2012年，郧阳移民又一次走
上了大迁徙之路。

紧临汉江的十堰市郧阳区，前后迁
徙18万余人。这个原本集“老、山、边、
贫、库”于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在大迁
徙、大沉没之后，面临着更加深度的
贫困。

2014年，郧阳在全区建档立卡识别
出的贫困人口多达16.34万人，贫困发
生率高达35.63%，超出湖北省平均水平
20.82个百分点。其中，须易地扶贫搬迁
的对象就多达2.1万户6.3万人，全省排
名第三。

摸底调查做细做实

在郧阳区工作13年的区委书记孙
道军坦言，多次迁徙伤了郧阳的元气，但
就在这时，党中央作出了“坚决打好扶贫
开发攻坚战，确保贫困人口2020年如期
脱贫”的重大决策。

“必须实现精准脱贫，避免以平均数
掩盖大多数。”精准二字以千钧之力，压
在了决策者肩上。孙道军说，为了落实
精准脱贫，全区组织341支扶贫工作队、
1.2万名区乡村三级党员干部，走进全区
7.4万家农户，每人包保3户至5户，对劳
动力彻底摸底调查，为每一个家庭都找
到适合的就业岗位，有了稳定的收入，方
可持续减困、真正脱贫。

为此，郧阳又谋划和实施了“百名干
部走百家企业”大行动，全面了解辖区所
有企业、项目、超市、商场的用工需求，依
据需求信息及企业订单，由政府操持免
费培训各类农民工技术，高质量输出8
万余人异地就业。

去年夏天，郧阳青曲镇的蓝莓基地
里已挂满了紫色果实，一场丰收的采摘
节即将开启，为果园工作的农民也都有
了可观的收入。

据了解，郧阳区政府近几年帮助盘

活困难企业，带动了20余万亩桑葚、蓝
莓、木瓜、花椒等土特产品基地和50余
万亩蔬菜、中药材等农副产品基地发
展，直接或间接提供就业岗位 3.2 万
多个。

来到柳陂镇辽瓦幸福院，这里的孤
寡残疾老人正在吃晚餐，一位老人表示，

“若搁在往年，我们这些没儿没女的，早
不知饿成啥样了。但现在吃得饱穿得
暖，生活不发愁。”郧阳区委常委陈茹介
绍，郧阳区20个乡镇现已全部建立了这
种医疗文化设施配套齐全、食宿干净舒
适的高标准养老院，兜底安置了5223位
农村孤寡老人，以及残疾智障等特殊
群体。

易地搬迁产业先行

精准扶贫工作一开始，郧阳区委、区
政府就决定从易地扶贫搬迁破局，这种
以人员迁徙促产业转型所创造出的“郧
阳模式”，现已成为湖北省乃至全国精准
扶贫的成功案例。

郧阳区各乡镇对贫困户坚决兑现
“选最好的地方安置，以最优的产业帮
扶”这一承诺，在环郧阳湖中心城区和汉
江生态经济带，在国道、省道沿线城镇经
济带，统筹规划了372个集中安置点，全

部高标准建设。同时，大力发展香菇、袜
业两大扶贫产业，更使郧阳插上了精准
脱贫的强劲双翅。

“其实，历经数十年南水北调，土地
淹没已使郧阳没有一块成片的地方可供
安置贫困农民。”郧阳区区长胡先平说，
但精准扶贫就得产业先行，政府必须规
划好稳定且能持续发展的产业，确保脱
贫致富不返贫。

走进汉水之滨的杨溪镇青龙泉社
区，经过两年建设，投资10亿元的“香菇
小镇”已经在原本一无所有的荒山上临
江而立。3000多亩土地上，集中安置了
来自郧阳全区 18 个乡镇的 4169 户、
15021 位贫困农民，配套建设了多达
1000万棒的香菇产业基地，创建出全省
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单体项目。

眼下，郧阳依托湖北十堰昌欣香菇
产业公司，已在全区建成自动化制棒车
间28个，发展香菇3500万棒，种植收益
达30亿元，带动3万个贫困户实现了脱
贫致富。

与此同时，与郧阳签约的上海东北
亚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在“香菇小镇”总
投资达11亿元，完成了亚新针织产业扶
贫项目总面积约4.2万平方米的厂房，
以及10000平方米的食堂及职工宿舍，
现已全部竣工，袜业扶贫车间设计安装
织袜机2000台。

产业转型与升级，吸引了越来越多
外出打工的郧阳子弟返乡创业和就业。
两年来，郧阳区先后从上海、浙江等地引
进19家袜业企业，在柳陂镇建起袜业扶
贫产业园区，在18个乡镇建成袜业扶贫
车间，全区配置袜机7500台，每年生产
各种出口棉袜10亿余双，产值达20亿
元，带动1.5万名青年农民在家门口务
工创业。

近日，江西省樟树市中洲乡西塘村扶贫干部陈建国（右）在平菇基地摆放
新菌棒，帮助扶贫基地扩大种植规模。目前，该基地已累计为48户贫困户分
红20万余元，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30万余元。 陈 晗摄（中经视觉）

樟树平菇基地忙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