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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生 活 全 方 位 改 善人 民 生 活 全 方 位 改 善
——各地干部群众畅谈各地干部群众畅谈 1010年间美好生活新变化年间美好生活新变化

云南安宁市禄脿街道北冲村党总支副书记袁艳：

医共体让村里看病有“医”靠

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杨圪塄街道安居社区居民薛仁辰：

歌唱安居社区幸福生活

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红星垦殖场的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区红星垦殖场的

江西强隆纺织有限公司内江西强隆纺织有限公司内，，工人在纺织生产工人在纺织生产

线上生产订单产品线上生产订单产品。。

饶方其饶方其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机关幼儿园里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武康街道机关幼儿园里，，孩子们孩子们

在学习舞龙在学习舞龙。。 王树成王树成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1010 月月 33 日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柯坦镇枣岗村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柯坦镇枣岗村，，成片的水稻渐次成熟成片的水稻渐次成熟。。

左学长左学长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湖北黄冈市黄梅县蔡山镇章兴村村民向林娥：

上岸渔民实现创业梦

我叫薛仁辰，曾是内蒙古自治

区包头市东河区北梁棚户区的住

户，2014 年搬入北梁新区的新房子

里，如今我是东河区杨圪塄街道安

居社区的居民。

我一出生便和家人住在北梁那

间 14 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刚开始是

一家十口，后来自己成家生子、孩子

成家生子也都在那间房子里。老人

常说，北梁地区也曾一度辉煌，商贾

云集、贸易兴盛。然而，随着社会不

断变迁，老北梁从城市中心走向边

缘，成为内蒙古最大、最为典型的集

中连片城市棚户区。

那时候最怕下雨，路上坑洼泥泞

不说，屋里还会漏雨，必须用脸盆接

着；上厕所也不方便，因为一条路上

只有一间大家共用的旱厕；还有各种

老化的管线、几家共用的院子、狭窄

的小巷子⋯⋯总的感觉就是两个字

“憋屈”。冬天更麻烦，早晨起床的第

一件事就是劈柴打炭，不然一天就得

挨冻受饿；中午烧火做饭的时候，空

中弥漫着一层厚厚的烟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政

策春风的吹拂下，北梁棚户区改造

工程于 2013 年正式启动，2014 年我

就搬入了新居，房子是装修好的，水

电暖气一应俱全，直接拎包入住。

孩子也有了自己的家，70 多平方米

的房子就我们老两口住，宽敞多了。

社区环境也好了，医院、超市、幼

儿园、便民市场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齐全，出门不远就是绿树成荫的公

园。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更是

深得民心，“一站式”服务大厅、棋牌

室、书画室等应有尽有。

如今的幸福生活源于党和国家

的关怀，所以我们时时刻刻感谢党、

感谢政府。作为“三爱艺术团”的团

长，我经常跟大伙说，“三爱”指的是

爱党爱国爱唱歌，歌唱的是北梁人感

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行动自觉，歌唱

的是北梁人在党和国家关怀下的幸

福生活。他们都说我每次唱歌都声

音洪亮、底气十足。能不洪亮吗？唱

的都是我们北梁人的心声呀。

（本报记者 余 健整理）

北冲村是云南省安宁市禄脿街

道最西边的一个偏远乡村，我是这

里土生土长的村民。

看病难曾经是我们这个小山村

里的烦心事。十几年前，我们村的

卫生室条件简陋，乡村医生医疗水

平也有限，只能看看头疼、感冒、咳

嗽这些小病。当时我们街道上的禄

脿卫生院属于玉溪矿业公司所有，

并兼具乡镇卫生院功能，因为建设

年代久远，设施设备老化，也无法提

供疑难病情和慢性病等诊断服务。

同时由于管理主体属于企业，受企

业经营不景气等因素影响，2015 年

之后，禄脿卫生院待遇下降，医护人

员流失，导致医疗服务能力大幅下

降。那几年村民有点重病只能赶往

城里，一旦遇上突发疾病更发愁。

2017 年，安宁市启动县域医共

体建设，禄脿卫生院也从企业移交

到安宁市，由安宁市医共体管理。

虽然“医共体”这个词很陌生，但我

们切实体会到了改革带来的实惠。

安宁市先后投入几百万元对禄脿卫

生院进行整体提升改造。卫生院还

新增了口腔科、中医科等科室，并配

备了 CT、DR 等先进设备，医护人

员也从原来的 19 人增加到 36 人，整

体医疗条件和服务水平得到了大幅

提升。村卫生室也配备了电脑、心

电图仪等设备。

医共体让基层医疗机构得到有

效加强，最关键的是优质医疗资源

不断向基层下沉。现在医共体的专

家会定期到我们卫生院坐诊、带教

和帮扶，村民不用去安宁市区也能

看上专家。更棒的是医共体还有远

程会诊功能，向下实现基层卫生院

覆盖，向上和昆明的部分

医院、华西医院、北京

301 医院联通。村民

要是有特殊病情，

可以通过远程会诊

服务和省外大医院

专 家“ 面 对 面 ”

看病。

如今村里医疗

条件越来越好，村

民真的实现了“小

病不出村，常见病

不出镇（乡），大病

不出县，疑难危重

病再转诊”，是党的

好政策给群众带来

了健康实惠。

（ 本 报 记 者
曹 松整理）

我叫向林娥，家住湖北省黄冈

市黄梅县蔡山镇章兴村，我们夫妻

二人从 1990 年开始就在长江边捕

鱼，捕了几十年。

作 为 渔 民 ，我 们 的 作 息 与 别

人不一样。每天半夜 2 点起床，撑

着 渔 船 就 着 灯 光 捕 鱼 ，一 直 到 早

上 8 点我们才返程。一年到头，除

了特别恶劣的天气，几乎很少休息。

长时间的水上作业，导致我们全

身上下都落下不同程度的毛病，特别

是刮风下雨天气，腿部关节酸痛难忍。

我们渔民是看天吃饭，虽然有

时收成不错，甚至有时 1 天能卖几

千元钱，但这种情况并不常有，颗粒

无收也是家常便饭，收入极不稳定。

自从 2019 年长江实施禁捕以

来，我们长江边的渔民全部退捕上

岸，政府按时发放了补偿款，同时还

不定期组织我们参加再就业培训。

渔业是我俩的老本行，所以就

想着从江上退到湖里，从捕鱼

转到养殖水产品。当时

就对养小龙虾比较

感兴趣，正好镇

上组织这方面培训，经过相关专家指

导，我基本掌握了小龙虾养殖技术。

去年在村党支部协调下，我在村里承

包了 5亩虾田试着养殖小龙虾，镇上

的专家也时常来帮忙指导，到了小龙

虾上市的季节，卖出了好价钱，年收

入增加了2万多元。

今年“五一”假期，弟弟询问起

我工作的事情，他提起了他们厂子

有一个专做手

机钢化玻璃切

割的业务可以

外 包 ，他 希 望

我在家开一个

厂 子 ，将 这 块

业 务 承 接 过

来。我将这个

想 法 告 知 村

里 ，希 望 村 里

帮我找块地建

厂。我原以为

需要些时日才

能 有 下 文 ，没

想到村里很快

就给我安排好

了，厂子可以建在村部的斜对面。

目前，厂房已经建好，机器设备

也安装调试完毕，镇上正在帮我招

收技术工人，年底即可投入生产。

现在和之前的老朋友聊天，他们

总会投来羡慕的目光，笑着对我说，

“你从江上到了厂里，从就业到创业，

真正实现了从渔民到老板的美梦”。

（本报记者 柳 洁整理）

羊肠路 泥土路 柏油路
田培信

我的家乡在秦岭深处，名为清泉沟，位

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巍巍罗家岭，矗

立在村口。因村里有几畈地在岭的另一边，

父辈们得翻山越岭、肩挑手扛去播种、收获

希望。他们辛勤地精耕细作，一年又一年。

原先，岭上没有像样的路。那条蜿蜒而

上的羊肠小道是村民们用脚踩出来的。在

一段陡峭逼仄的山路上，布满石阶，是山民

出行的“天路”。乡亲们在这陡峭山道间行

走，全凭一双脚板和一把力气。

后来，石门村来了一支地质队，探明这

里有矿山。于是，政企联合修了一条土路，

拉物资上山，运石料下山。可每次运货下

山，车子扬起的沙尘铺天盖地，把人呛得灰

头土脸，给路人也增添了不少风险。遇上雨

天，泥石流、塌方随处可见。周围村里的老

乡们拉架子车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上坡

上不去，下坡刹不住。上一趟山，老乡累得

气喘吁吁，汗水浸透衣背。

近年来，矿山关闭了，山野复绿了，打赢

了脱贫攻坚战，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国家

出资拓宽、修整了入村上山的道路。如今，一

条平坦整洁的柏油路如绸带般缠绕在青山绿

水间。人们出行不再受天气影响，不再受颠簸

煎熬，不再受沙尘困扰。现在的罗家岭，茶田

苍翠，桐花怒放。每逢周末，城里人会慕名而

来，或采茶，或挖野菜，或观光赏景，歌声、笑

声、称赞声在茶田间、桐树下此起彼伏。

年前我回老家祭祖，昔日的打谷场停满

了挂着各地牌照的小轿车，这些车都是村里

年轻人从远方开回来的。他们是村子里的

后生，也是村子里的希望。即使他们走得再

远，离家的日子再久，这条平坦的柏油路都

拉近了思念的距离，也缩短了游子的归程。

好日子我天天唱着过
杨素华

我叫杨素华，今年 60 岁，是山东省临沂市沂南

县马牧池北村人。以前，我们这里穷，日子过得紧巴

巴的。我从小喜欢唱歌，有时候在地里干活时也想唱

两句。我这个爱好被村附近的红嫂家乡旅游区工作

人员知道了，他们邀请我到景区为游客演唱歌曲。

景区所在的常山庄村，是个有着 600 多年历史

的古村，我就在村头的红歌大舞台上为游客们演唱

《沂蒙山小调》《沂蒙颂》《打靶归来》《人民军队忠于

党》等歌曲，深受欢迎。

唱着唱着，2021 年 2 月底，我迎来了人生的重

大转折点。当时，景区建设的“沂蒙四季”艺术团在

招聘演员，虽然我年纪比较大了，但依然觉得是个

好机会，于是决定去试一试。令人喜出望外的是，

我入选了，成了“沂蒙四季”艺术团的一名演员！我

很珍惜这次机会，加班加点地练习，在大家的帮助

下，我的表演水平大幅度提升。现在，不论是艺术

团的演出任务，还是小院沉浸式情景短剧的角色，

我都能很好地完成。

在家门口当演员，不仅圆了自己的表演梦，还

传承了红色文化，家里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我们不知道有多高兴。

小时候，我听着村里的红嫂故事长大；现在的

我，演红嫂、唱红嫂。我要以她们的精神为动力，演

好戏，唱好歌，做好人。

城 市 绿 了 美 了 宜 居 了
刘 维

我的家乡——任丘，是河北省沧州市的一个

县级市。10 年来，这里的人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

化，作为一名园林工作者，亲身经历变迁，我感到幸

福，为之骄傲！

2007 年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家乡从事园林

绿化工作。记得上班第一天，同事带我去当时任丘

唯一的一个公园——雁翎公园认识树种、花草等。

参与过公园建设的同事语气里透着自豪和满足。

如今，任丘已建成 108 处公园，街道两侧景观也进

行了大改造，所有裸露地块全部绿化。行走在任

丘，到处是绿色，各种主题公园建在家门口，人们呼

吸着新鲜空气，感受着美好生活。2020 年 1 月，任

丘被命名为国家园林城市。

任丘的变化还不止这些。以前任丘市中心只

有一条南北主路燕山道，很多道路窄且不平，现在

市区道路四通八达，车辆顺畅地在路上行驶，人们

心情都是豁然的。市区设施也完善了不少，城市公

厕数量大增，且干净明亮；路灯形状各异、五彩斑

斓、美轮美奂⋯⋯

这些年来，特别是近 10 年来，任丘在成长，我

也随之成长。参与其中，对我来说是一份荣幸，更

是一份责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人民生活全方位

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