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观察编辑部

主任：徐军 执行主编：谷亚光

新闻热线：（010）56805027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zgggb56805139@163.com

区域观察 RegionalRegional
ObservationObservation

2018.09.26
星期三

区域时评

重点推荐

黑龙江“老字号”国企
绽放新容颜

企业兴、干劲足。在黑龙江省走访

多家“老字号”国有企业时，我们从忙碌

的车间、工人的笑脸、自信的言谈里，真

切感受到，一批饱经沧桑和市场历练的

国企正绽放出新容颜。

6版

□ 柳王敏 段羡菊

湖南是鱼米之乡，历史上曾以

“湖广熟、天下足”而名。行走湖南乡

村，不时可见带“丰”的村名。全省到

底有多少个以“丰收”或以“丰”命名

的村？今年丰收的状况如何？在人

们欢庆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之际，

新华社记者寻访了湖南部分乡村。

“丰收”之村

带着好奇，记者来到了负责全省

地名管理的湖南省民政厅基层政权

和社区建设处，请工作人员通过特定

的检索系统了解到，全省“丰收村”有

3个，而名中带“丰”字的村有196个，

包括“永丰村”“大丰村”“双丰村”“乐

丰村”“迎丰村”“丰稼村”等，分布于

全省每个市州。

根据搜索到的名单，记者来到了

地处湘中的湘乡市梅桥镇丰收村。

秋分将近，天朗气清。已开始秋收的

丰收村，收割机下地，稻谷飘香，农民

三五人一起，讨论起今年收成。

“我们这里历史上地名为‘同丰

五都’，20世纪60年代更名为丰收

村。”梅桥镇丰收村郭金发告诉记者，

“祖祖辈辈对谷粒满仓、六畜兴旺的

心愿，是我们村得名的由来。”

记者又来到宁乡市回龙铺镇丰

收村。当地村干部彭国辉表示，现在

的村系2016年由三个村合并而成，

讨论村名时，大家一致赞同，以穿村

而过的“丰收渠”定名“丰收村”，“寄

托了三个村的村民对丰收的期望”。

也有“丰收村”在城镇化浪潮中

“隐退”。怀化市溆浦县卢峰镇丰收

村，前几年与其他村合并为马田坪

村。记者从卢峰镇政府了解到，马田

坪村是城边村，紧靠溆浦县城，现在

已纳入县城整体规划。

在民政厅寻访得知，全省有一部

分村子改为城镇社区后，名字仍留

“丰”字。

“丰收”之望

“我今年种了12亩地，收成不

错，加上养鸡、养鸭、做零工，今年预

计可以挣8万多元，日子也越过越好

了！”面对记者的寻访，68岁的梅桥

镇丰收村农民彭星庚毫不掩饰自己

的喜悦之情。

梅桥镇丰收村居于群山之间，村

舍连片区域被群山包围，一条小河穿

村而过，水清见底，村庄风景秀美，已

实现九成以上的公路通组到户，村民

出行便利。

63岁的贫困户彭社祝独居在半

山坡，不久的将来，他将搬到山脚下

的新房里。“国家扶贫政策好，不仅给

了我很多补助，还帮我建新房，送物

资。”他告诉记者，今年生活“大丰收”。

以“丰收渠”定名的回龙铺镇“丰

收村”位于宁乡市沩水之畔，为冲积

平原之地，有农田4000余亩，1216

户共4560余人。对于这个离省会长

沙不远的村而言，“丰收”的内涵发生

历史性变化。

围绕美丽乡村建设，丰收村在

2015年下半年打造以农耕文化为主

题的“丰收湾”，很多村民从旅游“丰

收”中赚得收入。不料，2017年夏

季，宁乡遭遇了有水文、气象记录60

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洪水洗

劫了丰收村。

擦干泪水，丰收村引进新的投

资，打造杜鹃花、月季、荷花等观赏

园，集观赏、培育、销售于一体，乡村

旅游业重新起步，再度点燃村民们对

丰收的憧憬。

“丰收”之盼

记者寻访丰收村发现，如今水稻

已大部分实现机械化种植与收割，农

民体力劳动已大幅度减轻。依靠土

地流转，农村新型产业开始兴起，农

民对于“丰收”也有了新期盼。

回龙铺镇丰收村45岁的村民向

建平如今已不再种地，她将自家的三

亩多地流转给花卉种植园，自己在花

卉园上班，负责护花、浇花、除草等工

作，每月工资2000多元。“这份工作

比干农活轻松多了，希望村里的产业

能够发展起来，让我们有更多的就业

机会。”向建平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梅桥镇丰

收村依靠楠竹资源和流传手艺，“家

家户户做篾席”，产品除供应周边市

县外，还销往外省。随着工业批量生

产竹席的兴起，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已

逐渐衰落，难觅踪影。

“做篾席的村民少了，担担子出

去卖土鸡蛋、火培鱼的多了。”郭金发

认为，梅桥镇丰收村目前正探索发展

集体经济，将丰收村生态美、人文美

推介出去。

从湘乡到宁乡，丰收村的村民纷

纷向记者转达他们对丰收的渴望：

“稳定农产品价格”“帮助我们发展能

够致富的产业”“多一些年轻人回乡，

把祖祖辈辈留下的田园建设好”。

丰 收 之 盼 丰 收 之 变
—— 寻访湖南以“丰收”为名的村庄

东方之珠
迈入高铁时代

□ 张庆波

9月23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在万

众瞩目中正式通车。置身香港铁路站

“天空走廊”，饱览维多利亚港醉人景

致；坐着“动感号”列车一路北上，尽赏

祖国万里山河壮美风光……在香港西

九龙站，手握车票的人们开始了新的

“梦想之旅”。

从 2000 年 发 布《铁 路 发 展 策 略

2000》提出建设区域快线，到今年9月23

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香港终以26

公里的铁路线连接至国家2.5万公里的

高速铁路网之上。“四纵四横”的发展成

果立时共享，“八纵八横”发展节奏由此

同频，香港铁路迈出的这“小一步”，瞬

间拓展了香港居民的旅行时空，也为香

港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高铁开通对香港的意义，从特区政

府到普通市民都有深切感知。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说，基础设施新联通，发展

布局更完善，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地

位将进一步凸显。市民们则以参观西

九龙站的热情、抢购首班车票的踊跃，

表达对高铁开通的欣喜。香港市民被

刷新的出行方式、被升级的出行体验、

获得的多元化出行选择，通过高铁得到

了直观生动的呈现。短短 26 公里高铁

路线，犹如香港扩展出来的新枝丫，催

生着人们新的想象和希望。

高铁开通，更有利香港加速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回归以来，两地人流、物

流、信息流与日俱增，2016年仅香港同胞

赴内地旅游人次就达8100万，原有互联

互通设施过载，开通高铁可进一步拓展

两地交流空间。近年来，泛珠三角区域

合作持续升级，香港同胞在区域内广泛

学习、就业、生活，打造“一小时生活圈”，

开通高铁可进一步拉近粤港合作距离。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实施，“一带

一路”建设如火如荼，香港要抓住历史机

遇，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开通高铁也可

在基础设施联通上提供助力，让广大市民

能更好更快参与进来。高铁开通革新了

香港的交通模式，提升了香港的区位优

势，夯实了香港稳中向好的发展趋势。

《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认为，高铁

所能带来的巨大的运输、经济和社会效

益早已成共识。为让高铁香港段顺利

开通，特区努力已久，中央支持也多。

从为“一地两检”提供坚实法律保障，配

置最好的通关设施、选调最优秀的工作

人员服务旅客出行，到在铁路站点安

排、车票分配上予以倾斜照顾，各项工

作都是依法安排、真诚协助。当人们从

香港出发坐上炫酷的“动感号”列车时，

能体会到这种用心，能感受高铁的便利

快捷，也能感受到涌动在车站、车厢里

的种种温情。

今年3月，近30名港区两会代表、委

员集体相约从深圳转乘高铁赴北京，当

时他们说希望明年参会可以直接从香

港出发。本月初，西九龙站举行开放

日，几千名市民在车站内欢欣雀跃，脸

上写满了期待。十几天前，为抢到首班

车票，一位老人提前两天去排队，为的

就是能在开通日带家人去深圳游玩。

如今，他们的愿望都已成真，香港已迈

入高铁时代。

河北滦南河北滦南：：无公害果蔬产业促增收无公害果蔬产业促增收
近年来，河北省滦南县引导农民种植绿色无公害果蔬，采取项目扶持，促进无公害种植产业规模化、标准

化、产业集群化发展。图为滦南县胡各庄镇沈营村果农在采摘鲜桃。 新华社记者 牟 宇 摄

□ 本报记者 卢炳文

近年来，广西梧州市积极推进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挺进医改“深

水区”，坚定不移地将改革向纵深推

进，在多个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取得

较好进展和成效，群众的获得感与幸

福感不断增强。

破除以药补医，规范医疗
行为

全面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政策，

有效破除以药补医旧机制。梧州市

以取消药品加成、同步调整医疗服

务价格和医保政策的“一取消两同

步”为抓手，全面启动县级、市级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去年全市公立医

院药品收入（不含中药饮片）为9.24

亿元，因取消药品加成减少的收入为

13，862.52万元，通过调整医疗服务

价格实际补偿 13，131.25万元，各

级财政实际补助4814.73万元，价格

补偿缺口和财政补偿缺口全部填满。

同时，梧州市还加快推进现代医

院管理制度建设。市、县两级医院推

行医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加强医

院改革效果评价，并将考核评价结果

与财政补偿资金相挂钩。市属三级

公立医院公开考核、择优聘用总会计

师，全市5家三级公立医院均实行总

会计师制度。四县（市）全部落实公

立医院人事管理、副职推荐、年度预

算执行经营管理自主权政策，深化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所要求的现代医院

管理制度初步建立。

探索建立符合医疗卫生行业特

点的编制人事和薪酬制度。梧州市

按照两个“允许”的要求，在现有水平

基础上合理确定公立医院薪酬水平和

绩效工资总量，逐步提高诊疗费、护理

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收入在医院总

收入中的比例。该市出台《梧州市医疗

卫生计生人才激励办法（试行）》，加大

对公立医院高层次卫生紧缺人才、特殊

岗位人才和基层医疗机构卫生人才的

激励力度，为改革提供人才支撑。

进一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

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加强医疗机

构门诊静脉用药管理，减少静脉用药

的不良反应，有效控制抗菌药物的不

合理使用，使患者得到更加安全、有

效的治疗。建立了公立医院医疗费

用监测体系，定期公示主要监测指

标，接受群众监督，确保今年全市医

疗费用增长控制在12%以内。

大力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建设。全市投入4600多万元，在广

西率先建成市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

搭建区域卫生计生信息平台基础框

架，初步实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

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互认和资源共

享，并实现与自治区卫生计生信息平

台贯通。至今年6月底，全市建立电

子病历的公立医院占比为58.82%。

搭建全国首个处方共享网络平台，以

市红十字会医院为试点，实现医疗机

构处方信息、医保结算信息和药品零

售消费信息的互联互通、实时共享，

成为全国首个可落地的处方信息共

享试点单位。

医保智能监控系统顺利运行。

梧州市通过信息化手段，医保部门可

以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及费用

进行监督和控制。通过采用“智能系

统筛查+人工审核”相结合的审核模

式，全面、全程和实时监控定点医疗

机构的医疗服务行为。

实施分级诊疗，促进资源
整合

完善分级诊疗政策，合理引导就

医秩序。该市着力提升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以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为

重点，逐步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建立双向转诊制度，设立患者双向转

诊绿色通道，对转诊患者提供优先接

诊、优先检查、优先住院等服务。实

施基层转诊预约优先，对需要转上级

医院住院治疗的急危重、疑难和手术

患者，保证转诊顺畅。

推进医疗联合体，促进优质资源

共享。目前，梧州市级5家三级医院

与12家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组建成

立5组医疗联合体；由三级公立医院

牵头组建的专科联盟10个，已加入

的其他专科联盟70个。在此基础

上，以市工人医院、红十字会医院、中

医院医院、妇幼保健院作为龙头构建

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实行人财物统一

管理，建立总院长负责制的联协会，

由联协会制定管理章程，真正推动优

质医疗资源有序有效下沉，打通双向

转诊绿色通道。

开展县乡医共体建设，推动县

乡医疗资源整合。梧州市四县

（市）及龙圩区的县级公立医院分

别 与 19 家 乡 镇 卫 生 院（占 比

29.6%）通过建立医共体和对口帮

扶等多种形式，初步实现县乡医疗

服务一体化管理。医共体内县级

公立医院全面接管乡镇卫生院，在

医疗技术、人员培训、服务管理等

方面的实行统一，定期派驻医务人

员下基层帮扶，大力培养基层实用

人才，高诊疗能力，规范服务行为。

创新服务模式，促进有序就医格

局加快形成。该市联合中兴通讯公

司建立起全国首个基于医疗物联网

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平台，在大塘社

区服务中心开展试点。从去年9月

起，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广使

用签约服务平台，并推出多项签约家

庭医生服务惠民措施，通过开展多种

形式的签约服务，建立家庭医生与居

民的契约服务关系，使居民获得综

合、连续、协同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改革支付方式，健全保障
机制

稳定基本医保覆盖面，不断提高

保障水平。梧州市不断完善政策，让

城乡居民得到更多实惠。从今年7

月1日起，对新生儿参保、门诊医疗

统筹、异地就医结算、住院起付标准、

健康扶贫、特殊慢性病治疗等政策进

一步提质增效。改革传统住院病人

先交押金的做法，实行农村贫困住院

患者“先诊疗、后付费”新模式，开通

生命“绿色通道”，最大程度方便农村

贫困群众就医，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

效的治疗。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梧州

市全面推进按人头付费、病种付费

和总额控制等复合付费方式改革，

对开展住院业务的定点医院医保住

院医疗费用进行付费总额控制。出

台实施了 127 种按病种付费的病

种，切实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

今年启动按病种付费医保结算系

统，目前，全市5间三级医院按病种

付费结算病人367例，共35个病种。

实施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统筹，开

展个人账户共济费用结算管理。该市

从今年5月起，正式实施城乡居民医保

门诊统筹。全市扩大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个人账户范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参保人员个人账户资金可支付本人和

在同一统筹地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

配偶、子女、父母、配偶父母在定点医

疗机构门诊或住院产生由个人负担

的医疗费用及健康体检的费用。

进一步健全重特大疾病保障机

制。在基本医保的基础上，对城乡居

民因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

予进一步保障，提高城乡居民重大疾

病医疗保障水平。去年，全市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赔付8.91万人次，赔付金

额10,938.41万元/年，全市城乡居

民大病保险承保总人数为279.36万

人，签单保费10,615.81万元。

优化医保政策助力健康扶贫，

切实减轻群众负担。梧州市落实

对建档立卡贫困参保人员在定点

医疗机构住院和门诊特殊慢性病

治疗的医疗费，医保基金报销比例

提高5％的政策；城乡居民大病保

险困难群体实行倾斜政策，建档立

卡贫困参保人员可享受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

例提高10%的政策。

广 西 梧 州 全 面 纵 深 推 进 医 改
□ 破除以药补医行为 □ 实施分级诊疗制度 □ 健全医疗保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