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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记者 杨子佩

本报讯 7月30日，河南省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专题新闻发布

会在郑州召开。河南省卫健委党组

书记、主任阚全程，省委改革办副

主任王旭，郸城县委书记罗文阁和

息县县委书记金平，介绍了河南省

及郸城县、息县推进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建设的相关情况。

河南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

重视医改工作，省委书记王国

生、省长陈润儿多次对深化医改

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河南省卫健

委把深化医改作为保障改善民生

的重要举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保基本、强基层、

建机制，持续推进医疗、医保、

医药和医院联动改革，医改取得

重大阶段性成效，困难群众大病

补充医疗保险等走在了全国前

列。今年5月，在国务院办公厅对

2018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

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督查激

励的通报中，息县被列为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的地方。

河南坚持把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作为党政“一把手”工程

来抓，纳入全面深化改革内容统

筹推进，有效破解了改革的堵

点、难点，初步形成了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的推进路径，并涌

现出郸城县、息县等先进典型。

去年 12 月，河南省政府在息县召

开了以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为主要任务的全省县域综合医

改工作现场推进会，要求今年在

全省 28 个县 （市） 开展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试点，2020 年全省

全面推开。

阚全程说：“通过试点探索，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方向更

加明确、路径更加清晰，改革共

识不断凝聚，改革大势正在形

成。”当前，河南已初步构建起了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框架体

系，每个县 （市） 组建了1至3个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通过做强县

级医院、做活乡镇卫生院、做稳

村卫生室，形成服务、责任、管

理、利益和发展共同体，实现

人、财、物、信息等充分整合、

集约使用，逐步构建起定位明

确、分工协作的县域高效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

罗文阁说：“郸城县着眼新时

代群众健康需求，顺应城乡融合

发展大势，积极构建紧密型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按照县强、乡

活、村稳的要求，郸城县把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作为根本性、基础

性工作，作为落实深化改革任务

的重要举措，以体制机制创新为

突破口，建立以县级公立医院为

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

生室为基础的4家紧密型医疗健康

服务集团，下设医保监管、运营

服务、财务管理“三个中心”，全

面推进行政、人员、财务、业

务、信息、绩效、药械“七统一

管理”，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

融为一体、成为一家人。

郸城县坚持破立结合、精准

施策、民生为本，增强群众获得

感。围绕让群众“看起病、看好

病、少生病”目标，着力构建合

理有序的就医新格局。罗文阁介

绍，郸城县投资9.9亿元建设了县

人民医院新区和中医院新区，高

标准建设了488个村级卫生室，农

村医疗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

卫生服务。今年1-5月份，县域就

诊率达到 87.13%，较去年同比上

升2.58个百分点，全县住院病人次

均费用 4691 元，同比下降 3.7%，

群众就医成本得到了有效控制。

息县通过盘活医疗资源、整

合信息平台等手段，在医共体内

开展医师多点执业，大型医疗设

备统一管理、共同使用，推动优

质医疗资源、技术下沉，县乡村

服务变成“一张网”，逐步实现县

乡医疗服务同质化，乡村健康管

理一体化。同时，按照创新运行

机制提高服务效率、优化就医格

局提升服务能力、抓好综合监管

完善管理体系的要求，理顺医共

体管理体制、赋予医共体管理权

限、强化医共体考核激励，按照

县域就诊率达到90%、基层就诊率

达到65%左右等关键指标，对医共

体进行量化考核。

河南初步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体系
郸城县、息县深化医改做出有益探索

通讯员 刘根成
记者 查燕荣

新疆乌苏市地处天山北麓、

准噶尔盆地西南缘，被誉为边塞

新“西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

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乌苏已经

成为天山北坡经济带一颗耀眼的

明星。而随着乌苏市不断发展，

乌苏农商银行也由小变大、由弱

变强、由农村信用社转型为农商

银行，实现了从小银行到现代化

金融企业的完美蜕变。

提起“三件宝”，人们可能会

想到过去的手表、自行车、缝纫

机，或者电视、冰箱、洗衣机，

以及现在的房子、车子、票子。

其实，乌苏农金人也有“三件

宝”，它的变化见证着祖国从“一

穷二白”一步一步走向繁荣富强

的奋斗历程。上世纪 80 年代以

前，算盘、账簿、钢笔是乌苏农

村信用社的职工必备的“三件

宝”。那个年代，讲究的是铁账、

铁款、铁算盘的“三铁”精神，

不管是记账、点钞、计算存贷款

利息，还是会计核算不允许出现

丝毫的差错。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农金事

业的蓬勃发展，各方面的条件一天

比一天好。上世纪90年代，计算

机开始进入乌苏农村信用社，办理

储蓄、会计业务使用电脑处理，极

大地提高了办理业务效率，柜台上

的电脑、打印机、点钞机成了新的

“三件宝”。从老“三件宝”到新

“三件宝”，虽然更新换代，但都被

深深地赋予了“三铁”精神，它们

不仅是乌苏农商银行老前辈艰苦奋

斗历史的见证，更是一代代乌苏农

金人严肃认真、合规守矩、一丝不

苟精神的传承。

2016年5月9日，随着乌苏农

村商业银行举行挂牌开业及办公

大楼乔迁仪式，乌苏农信社正式

改制成为农村商业银行。“走过坎

坷路，峥嵘岁月稠”。在1954年乌

苏农信社建社初期，乌苏各个农

村信用社、分社都没有像样的一

间办公室，只能和当地的生产大

队、人民公社一起办公。当时的

网点，门楣上张贴着“农村信用

社”，外表朴素。旧且沉重的门，

高且破烂的桌椅，留有坑洼的水

泥地面，再加上被“老前辈”磨

得发旧的大算盘、笨重的大铁

箱，基本构成了网点的所有家

当。但就是靠着一间房、一匹

马、一辆自行车，老一代农金人

走南串北，放贷收储，形成了真

诚服务的优良传统。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智能化

的服务设施把员工从繁重的手工

劳动中解脱了出来，丰富的个性

化金融产品为居民、农牧民生活

增添了许多色彩。如今，破旧的

小门变成了宽敞明亮的气派门

面，低矮的平房变成装修一新的

大楼，原先那高不可攀的柜台和

阻隔银行与客户情感的铁栅栏则

被显现人文关怀的“低柜式”服

务所取代。条件好了，业务拓展

了，但是不变乌苏农金人代代传

承的真诚服务。

几十年来，乌苏农商银行在

变化中一步步发展壮大，但“支

农支牧支小”的社会责任和历史

使命却从未改变。乌苏农商银行

紧跟时代步伐，以永不抛弃的态

度，始终根植于乌苏广袤的农村

牧区，深根“三农三牧”、细作小

微企业、专注民营企业、保障民

生领域、精准扶贫攻坚、发展绿

色金融，一步一个脚印，各项业

务、办公条件、生活水平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各族

干部职工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2006 年 7 月 26 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挂牌

成立，下辖83家信用联社抓住机

遇进行统一法人试点。经过十余

年发展，如今的乌苏农商银行通

过全面创新、完善管理、深化改

革、科学发展，从一个存款仅7.9

亿元，贷款仅有 3.8 亿元的农信

社，发展成为截至今年6月底存款

余额 71.16 亿元、贷款余额 61.41

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从小到

大、由弱变强，一步步成为支持

城乡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联系农

民的金融纽带是乌苏城镇百姓认

可的“自己的银行”。

如今的乌苏农商银行主动适

应市场经济大潮变化，真情服务

“三农”，在自身取得良好经济效

益的同时，为推动当地农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促进农工增收、加

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做出了突出贡

献，实现了自身做强做大与服务

地方经济的“双赢”。

新疆乌苏农商银行从小银行蜕变为现代金融企业——

做好乌苏百姓“自己的银行”

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

记者 林春宏

在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环城路与

南叉河的交会处，有一栋橙黄色的建筑格外显

眼，这里是白沙电商的发起地和集结地——白

沙电子商务产业园。近年来，白沙电子商务发

展势头迅猛，大大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白

沙县电商办副主任符志锋表示，白沙电商已形

成上、下行电商交易产业链，村民都已习惯在

村级服务站网购生活用品，生产的农产品则借

助村级服务站进行线上售卖，白沙电商已经成

为当地一张亮丽的名片。

白沙电子商务产业园于2016年3月11日开

园，主要以一园、一城、一中心规划建设，园

区功能集运营管理、人才培育、网店开发、产

业规划等相关电商服务于一体。目前，23家企

业入驻园区，建设了48家村级电商服务站，覆

盖全县11个乡镇和2个农场。产业园的建立不

仅是白沙经济发展史的一项重要里程碑，更是

白沙人民生活实现质变的重要拐点。

白沙被誉为“山的世界、水的源头、林的

海洋、云的故乡”，但也正是因为群山环绕，

白沙的经济发展一直受到交通不便的掣肘。偏

远乡镇的人们要想去县城，往往要花很长时

间、跑很远的路才能到达。阜龙乡可任村贫困

户唐春凤说：“以前家里缺什么东西都要到县

城买，骑摩托车大约要半小时，去一趟不容

易，所以每次都是买一大箱子往回拉。现在有

了农村电商服务站，我们会到农村淘宝固定服

务点进行网购。很多人因为农活脱不开身，没

时间去县城买生活用品，也会去村淘服务点网

购，既不影响农活，又能买到生活用品，实在

是方便了不少。”

2016年以前，白沙的物流服务仅限于县城的配送，偏远乡镇的农户

只知道邮政的物流服务，对物流领域“四通一达”一无所知。白沙电子

商务产业园建立后，物流中心进驻园区，白沙还引进菜鸟物流，并规范

“四通一达”的物流业务，解决从县城到乡镇到农村的配送问题，以农

村淘宝“村小二”为最基层物流配送员，为每名“村小二”配备物流车

辆，解决物流体系“最后一公里”问题，使村民在家里就能收件。

工业用品入了村，特色农产品也要送进城。曾云玲是元门乡向民

村村民，2016年以前，她靠开商店为生。2016年曾云玲参加了白沙电

商组织的培训班，学到了一些电商知识，2017年她正式成为一名农村

淘宝“村小二”，专门销售家乡产品。曾云玲说：“小卖部的生意慢慢

地都做不下去了，如果没有电商的出现，我可能要离家打工或者选择

在家务农。如今积累的客户越来越多，我不仅帮助本村的村民销售农

产品，还想将我们白沙的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近年来，白沙电商的数据一直在不断翻新。超过2000户农户通过

电商销售农产品，线上销售额1.4亿元，人均增收约2980元；贫困户

电商线上销售额790多万元，人均增收约1800元；电商创业就业人员

700余人；成功进驻天猫、京东等平台，其中白沙民营橡胶进驻1688

平台，带动颗粒胶、乳胶线上交易额突破9000万元，推动乳胶价格上

涨近每吨300元。目前全县网商数量共1492家，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中

心帮助全县开办了591家各类网店、121家淘宝店、470家微店，涉及

207家贫困户网店。截至今年6月底，全县线上交易额超10亿元。

白沙是海南首个同时推进阿里村淘+产品溯源的县，被列入全国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在这片“淘”花盛开的土地上，老百姓

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好，经济收入越来越高，幸福感也越来越强。未

来，“淘”花将会开遍白沙全县，让白沙人民品尝到“互联网+”结出

的甜蜜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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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端策

本报讯 8 月 2

日，国家卫健委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第

二届中国（甘肃）中医

药产业博览会筹备和

（甘肃）中医药产业发

展有关情况。国家卫健

委宣传司新闻网络处

处长刘哲峰介绍，国家

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和甘肃省政府定

于 8 月 22 日至 24 日，

在甘肃省陇西县举办

第二届中国（甘肃）中

医药产业博览会。

第二届中国中医

药产业博览会执委会

办公室主任、甘肃省

卫健委党组书记杨陇

军介绍，本届药博会

将 秉 持 “ 绿 色 、 道

地 、 高 质 量 ” 的 主

题，突出中医药产业

与扶贫产业、贫困地

区群众通过中医药脱

贫，努力打造成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

的平台、中医药新政策新标准新技术

新产品的权威发布解读平台、全国中

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成果的展示平台、

中医药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的支撑平

台、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创新平台。

本届药博会会场布展总面积约

7 万平方米，500 余家国内外的企

业参展，将设置中医药产品展览展

销活动，设知名中药企业展区、大

健康产品展区、省区市特色产品展

区等5个专题展区，全面展示展销

国内外中医药产品。同时，重点策

划了开幕式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助

推脱贫攻坚主题论坛、“一带一

路”上的中医药等9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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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泗洪县曹

庙乡积极开拓村办工业，引进

适合当地发展的纺织加工、家

具生产等工业项目，年产值 3.2

亿元，让农民转变为上班族，

实现家门口就业。

图为曹庙乡瓦庙村创博纺

织有限公司员工在现代化生产

流水线上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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