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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甘孜故事 传递甘孜声音

本报讯（姜涛） 近日，由中国科
协、教育部、科学技术部、环境保护
部、国家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全
国妇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共同主办的第 29 届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落下帷幕。 四川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选送的泸定
县泸定桥小学尹浩仪同学的作品
《明日的厨房》， 在此次大赛中荣获
少年儿童科学幻想绘画类银奖。

本报讯（丁真） 9 月 8 日，州民
干校组织全体职工开展了依法行政
与建设法治政府的专题讲座。

讲座分别从“法治政府”的基本
内涵、“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思考、依法治省与
法治甘孜建设等四个方面通过多媒
体进行了形象直观的展示。 该校结合
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依法行政
的过程中需要发挥的职能和作用。

本报讯（杨林） 历时一个月，国
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甘孜供电公司成
功举办了“美丽甘孜和谐电力”摄影
大赛，丰富了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

据悉， 该公司员工利用双休日

时间， 三五人结队到我州各地拍摄
风光景点、人文风俗。 活动共征集了
160 幅摄影作品，全方位地拍摄了美
丽甘孜的一幅幅诗意画卷， 让美丽
“定格”瞬间。

尹浩仪获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银奖

州民干校注重依法行政宣传

本报讯（姜涛） 近日，泸定县举
行了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农家书屋设
备集中发放仪式， 为全县乡镇综合
文化站和农家书屋配送了总价值
30 余万元的图书、书架和总价值 70
余万元的电脑、音响、电视机、照相
机等设备。

近年来，该县将乡镇综合文化
站和农家书屋的建设作为惠及广
大农民群众、推动农村文化阵地建
设的两个重大工程，投资 100 余万
元先后建成了 10 个乡镇综合文化

站和 124 个农家书屋，并向各乡镇
综合文化站和农家书屋发放配置
了相关设施设备。 同时，在日常管
理和开展的各类活动中，该县各乡
镇综合文化站和农家书屋坚持“方
便村民，服务农业”的原则，努力保
证书屋及文化站的公益性，严格保
证开放时间， 认真执行规章制度，
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把农家书屋、
乡镇综合文化站办成了村民的“加
油站”， 使广大群众的基本文化权
益得到有效的保障。

泸定县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

甘孜电力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

■ 何才华 文/图

一座座破旧的卫生院正在进行脱胎
换骨的改变，农牧民心目中的“大医院”
正在梦想中走进现实。和着发展的步伐，
伴随崛起的号角，负重进取的乡城县委、
政府为满足农牧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
卫生需求， 正凝心聚力推进基层卫生院
标准化建设工程， 浓墨重彩描绘香巴拉
乡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健康乡城扬帆起航
去年 3 月 25 日，州委、州府隆重召

开全州卫生发展大会和中藏医药发展大
会，随即出台了“健康甘孜 2020”实施意
见， 这意味着藏区高原卫生事业发展的
春天已经来临。 “看病贵、看病难”这一长
期困扰的民生问题将会得到有效缓解。

翻开乡城卫生事业发展史， 乡城历
来重视发展卫生事业：宣统元年，即公元
1909 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就在乡城
设立医药局，开展救死扶伤，为劳苦大众
解除病痛。

要建就要建一流的卫生院， 县委政
府一直视民生为头等大事， 要求卫生事
业发展要走在全州前列。于是，在上级相
关部门的支持下，县委、政府主动作为，
抢抓机遇，搭建好卫生事业发展平台，建
好乡镇卫生院，改善乡镇群众就医环境，
提升基本医疗服务能力。 实现农牧民群
众病有所医， 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得到进
一步提高 ，让百姓 “看病难 ”变成 “看病
易”，“看病贵”变成合理负担。 在多次调
研，反复商榷后，《健康乡城 2020 实施方
案》出炉，确定了稳定并逐年递增的卫生
事业投入机制， 制定完善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等五大体
系发展目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发展让人
民满意的医疗卫生事业， 首要任务是建
设标准化的硬件设施。 要一次性投入建
设功能齐全、设施完备、温馨舒适的乡镇
卫生院。 在一番选址、调研后，12 个乡镇
标准化卫生院建设相继启动。

改善就医条件 强力推进
“健康乡城 2020” 是一项提升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 耗时而又浩大的一项民

生工程，涉及房屋基础建设、医疗队伍素
质提升、 信息化建设等方面。 而底气十
足、 成竹在胸的乡城县响亮地提出基础
设施建设八年任务三年完成的承诺。 力
争到 2020 年，建立健全覆盖全县居民的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群众健康水平，
医疗卫生各项指标达到全州平均水平。
掷地有声的承诺吹响了乡城县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的集结号。

目标既定，县委、政府做出凡是涉及
健康 2020 项目优先解决，凡是卫生基础
设施建设中的问题困难第一时间研究的
决定，形成上下协同左右联动的氛围。决
策决定行动，随即，选址定位、征地拆迁
等工作快速落实。出台了《进一步加强政
府性投资卫生项目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等规范性文件和指导性文件。医疗
卫生事业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
办好这项利在千秋的民生事业， 就是为
人民谋利，为百姓造福。在各卫生院快马
加鞭的建设中， 全县各部门形成强大合
力推进项目顺利实施。在乡城大地上，一
座座焕然一新的标准化卫生院拔地而
起，先进的诊疗设备充实到基层医院，服
务能力不断增强， 医疗工作者的工作环
境正在得到不断改善。

站在即将落成的青麦乡中心卫生院
大楼前的恰灯郎郎每天都要来看工程的
进展。作为该乡卫生院长的他，恰灯郎郎
这样长久的守候与指挥已近一年时间，
看到就要搬到功能齐全、 设计合理实用
的新医院工作，此时，他忘记了劳累和疲
惫，脸上露出幸福的喜悦。这是所有基层
医务工作者都期待已久的梦想。

压力催生动力，仅一年时间，全县建
成了香巴拉镇、沙贡乡，水洼乡等 5 所卫
生院并投入使用， 其余 7 所卫生院进入
装修装饰阶段。 按照“整合资源、合理布
局”的村卫生室建设原则，同时建成标准
化村卫生室 30 所，即将投入使用。 县乡
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枢纽正在形成。
强人才队伍 提高医疗水平

在硬件实施标准化建设的同时，做
到软件晋级提升， 努力实现从整体提升
上提高农牧民的健康水平保障条件。 从
构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出

发，逐步优化专业技术人员学历结构、职
称结构， 在医务人员中推行优质护理服
务活动， 病人到县乡医院就医的满意度
得到题高，县、乡医院形象得到了大幅度
提升， 基层医务人员成为了百姓健康的
守门人， 全县卫生事业呈现出快速健康
发展的蓬勃生机。

人才资源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
起着决定性作用。今年，县委、县政府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意见》，
强调人才在卫生事业发展中的引领和
支撑作用 ， 同时依托城乡医院对口支
援 、 进修培训等方式加大卫生人才培
养，提升诊疗水平和服务能力。目前，就
读本、 专科的达 30 人 ，16 名乡村医生
取得中专学历 ,14 人完成全科医师转岗
培训， 选派医疗业务骨干 56 人赴泸州
培训。引进对口支援专家团队 13 人，邀
请泸州龙马潭区专家组到该县举办基
本公共卫生专业培训班，使全县医务人
员业务能力得到提升。

在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建设中，理
顺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关系， 明确
两者在农村卫生服务中的责、权、利，最
大限度地发挥乡村卫生组织的服务功
能，提高卫生资源的利用率，逐步建立起
宏观调控有力、微观运行有序的新机制。

试点启用“乡招村用”模式，即全州公开
召聘的医务人员， 按照乡卫生院管理在
村卫生室上班的模式， 以此解决边远村
卫生室无正式医务人员的状况， 缓解农
牧民群众看病就医困难。硬件标准化、设
施现代化和软件规范化以及实施的农村
住院分娩零费用，“三一二”温馨工程，农
村孕产妇免费待产、接送“一条龙”等服
务， 使农牧民群众的卫生保障能力得到
显著提升。

幸福的基础是健康。 看病有补助，医
疗有保障，已逐步成为乡城群众看病的真
实写照。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的启动和
医疗卫生事业的均衡发展，正在满足全县
群众看病就医的需求，实现群众拥有的健
康梦想的需求。 “以往我胆囊炎犯的时候
都是到县城医院去看，很麻烦，现在卫生
院条件好、医生态度也好，不上县城的大
医院就能治好我的病。 ”因胆囊炎复发在
新落成的尼斯乡卫生院接受输液治疗的
60 多岁的扎西大爷高兴地说。

放飞健康梦想
———乡城县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走笔

■ 杨德兴 文/图

“你工作上存在忽冷忽热的毛
病，对工作只会夸夸其谈，不能善
始善终、善作善成……。”9 月 7 日，
白玉县河坡乡召开的乡村专题民
主生活会上，与会人员对乡干部直
言不讳地提出批评。

为确保河坡乡教育实践活动
乡村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出质量，开
出效果，该县县委群教办和县委组
织部从严从实进行指导。 在学习教
育环节，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3 次
主持召开河坡乡学习会 ， 通过学
习，乡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深受教
育，打开了心结、提升了境界、提振
了精神，为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打
牢了思想基础。 在查摆问题环节，
县委工作组与乡党委每名班子成
员深入交心谈心，点问题、查原因、
提要求， 纠正了部分班子成员的
“任务”意识和“过关”思想。 县委督
导组和县委群教办严格审核该乡
对照检查材料， 进行了 10 余次修
改，7 名班子成员共查摆问题 186
条，平均每人 26 条左右。

州、县督导组成员 、县级联系
点单位负责人、各村支部“第一书
记”、 河坡乡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
以及河坡乡各村三职干部参加了
专题民主生活会。

专题民主生活会开门见山、直
奔主题，乡党委、政府班子成员“掏

心窝”、“真敲打”，开展批评辣味十
足，既有火辣辣的语言，又饱含真
挚的同志情谊，切实做到了抛开杂
念、真刀真枪。 乡党委书记剖析个
人在政治意识、抓基层党建和党风
廉政建设、 抓发展促致富等 11 个
方面的问题 27 条， 并结合其他班
子成员的对照剖析和谈心谈话的
情况， 对其他班子成员提出了 19
条批评意见，做到直面问题不回避
不掩饰，触及问题实质，红了脸，出
了汗，排了毒。 在相互批评中，乡班
子每位成员做到坚持原则、抓住实
质，对不足和缺点毫不避讳、直截
了当。 据统计，乡党委书记接受的
批评最多，共计 19 条，班子其他成
员之间互相提出批评意见 115 条，
收到批评意见 16 条以上。

专题民主生活会持续了 10 小
时。 该乡党委书记说：“这次专题民
主生活会是我参加工作 20 余年来
感触最深、受教育最深、触动灵魂
最深的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 会议
做到了见筋见骨，是一次推心置腹
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的会议。 ”仁
白村支部书记其漠感叹地说：“以
往开会讲的问题大多模棱两可、不
痛不痒，空话、套话、假话多，作用
不明显，这次不一样，指出的缺点
实实在在，既不搞人身攻击，又帮
助教育了同志，对做好各项工作很
有帮助。 我们也要对照召开好我村
专题组织生活会。 ”

■ 宋科霖 杨华 文/图

9 月 8 日是中秋节， 武警四川省总队甘孜州
支队第一批新兵抵达该支队泸定教导队。 刚刚进
入警营，教导队组织开展叠被子比赛、双人托球
比赛、棋牌争霸赛、中秋晚会等活动，让新战友在
警营里开心度过了第一个幸福难忘的中秋佳节。

“好男儿要当兵， 保卫祖国走天下……”在
教导队组织的中秋晚会上， 新战士冯包华为大
家演唱了一首自编的歌曲。 对于刚入伍的冯包
华来说，这是他第一次远离家乡过中秋。

晚 18 时许，冯包华忽然接到了湖南浏阳家
里打来的电话，父亲喜滋滋地说，部队领导打来
电话送中秋祝福，报平安，让他谢谢部队领导的
关心，一定要安心服役。 放下电话，冯包华喜不
自禁。 原来，教导队的领导为了让每一个新兵的
家长放心，新兵平安进入警营后，当即给每一位
新战士的家里打了电话，祝福家人节日快乐，表
示新兵来到警营这个大家庭一定会健康快乐。

警营俱乐部内文艺节目激情上演， 观众是
清一色的“橄榄绿”，观众们掌声沸腾，台球、棋
牌爱好者对战厮杀，酣畅淋漓。 室外的比赛正激
烈进行，新兵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为让初上
高原的新战士们在警营过一个愉快温暖的中秋
节，教导队领导可谓煞费苦心，他们买来月饼、
水果等精心安排节日餐桌，并倾心打造节日“文

化大餐”，让第一次离家的新兵们感受到部队大
家庭的温暖。

中秋晚餐，新兵们围坐在一起吃月饼，话家
乡中秋风俗，让战士们介绍家乡美，增进相互的
了解。 教导队领导给新战士讲部队光荣传统，讲
当地风土人情、文化特色，让大家对驻地有了初
步了解。 希望战士们在服役时，了解多姿多彩的
康巴文化、了解藏民族风情，要把驻地当故乡，
积极投身我州正在开展的群众工作全覆盖活
动，把群众当亲人，练好本领，维护社会稳定，不
辜负家乡父老的厚望。

“我第一次在部队过中秋节，而且是第一次
出远门，父母很担心我，但有这么多战友陪伴，
我感觉很温暖很幸福。 ”武警甘孜支队新训大队
一中队新战士周超说，“每逢佳节倍思亲。 说实
在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到了这么一个陌
生的环境，不想家是不可能的。 我既然穿上了军
装，我就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刻苦拼搏，在祖
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让他没想到的
是，部队生活并不枯燥，给新兵们安排了丰富多
彩的文化活动，还给他们发月饼，让他们在部队
这个大家庭里过了一个快乐的中秋节。 周超还
在日记中写下了参军入伍和到部队生活的感
悟，用文字记录自己的成长。

“这些刚到高原的新战士，大多数是 95 后，
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 为了让他们感受到部队
的温暖，能够有一个家的感觉。 我们特地筹备了
中秋晚会，让大家尽情展示才艺，激发战友情、
兄弟情，让我们这个集体更加团结友爱，更有战
斗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该支队政治部主任易
爱光说。

白玉乡村民主生活会“掏心窝” 新兵入营喜洋洋

新战友辛苦了。

教新兵叠被子。

为新兵送上暖心的热茶。

欢乐过中秋。直截了当提意见。

正在建设中的乡镇卫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