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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楠 文/图

凝心聚力促发展，合作共赢谱

新篇。2019年1月6日，绿色中国·

2019秸秆产业峰会在北京万达嘉

华酒店隆重举行。来自国家相关

部委、各大科研院校，专家学者，投

融资机构及企业家代表，共计8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峰会。

峰会设置有主旨演讲、政策解

析、新技术展示、新产品发布、资本

方略，项目签约，行业生产示范基

地授牌仪式，中关村秸秆产业技术

创新联盟启动仪式等环节，就解决

秸秆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技

术、品牌、市场、资本等问题进行交

流，促进政府、企业、科研院校、金

融机构之间协同发展，合作共赢，

吹响秸秆产业“集秸号”。

据介绍，此次峰会以“生态发

展、乡村振兴、技术创新、产业融合”

为主旨，分为“秸秆产业·发现未来、

政策解析、资本方略”和“秸缘天

下·迎新春欢迎晚会”四大篇章。

发现未来篇以“新科技、新产品、新

商机”为主题，发现新科技，展示新

产品，创造新商机。政策解析篇以

“新政策、新技术、新机遇”为主题，

解读新政策、推进新技术、发现新

机遇。资本方略篇以“新业态、新

价值、新财富”为主题，聚焦新业

态，发现新价值，创造新财富。

为了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和秸秆产业转型升级，秸秆

控股集团分别与政府、企业和金融

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因地制宜、合

理安排“国家秸秆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与政府秸秆综合利用全线

推进工程”，促进秸秆产业与资本

相结合，扎实推进秸秆项目对接落

地和技术成果转化。

国家秸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理事长、秸秆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彭飞在致辞中表示，随着

各地政府对秸秆产业的重视，秸秆

综合利用途径不断拓宽、科技水平

不断提高、综合效益快速提升。此

次峰会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关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产业扶贫

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讲话精神，总结改革开放40周年的

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加快秸秆综

合利用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汇聚

众智、加强交流、凝聚共识，助力解

决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和难点问题，

形成布局合理、多元利用的产业化

格局，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推

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未来，秸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以

“资源、资本、技术、设备、品牌、市

场”为核心，重点打造秸秆肥料、秸

秆饲料、秸秆基料、秸秆燃料与炉

具、秸秆制炭、秸秆制浆、秸秆设

备、秸秆建材与集成房屋、秸秆工

艺品加工及秸秆环保制品等“秸秆

十大产业”，运用“秸秆制造”加盟

连锁及“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在

全国秸秆主产区建立“行业示范基

地”，及“秸秆田园小镇”，推动“秸

秆十大产业”项目对接落地。

本着“龙头企业带动、核心技

术支撑、重点项目突出、产业链条

完整”的原则，同期举行了国家秸

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行业生

产示范基地授牌仪式，授予秸秆生

物纤维提取、秸秆炭产业、秸秆餐

具和酒店用品产业、秸秆建材产

业、秸秆能源化产业、秸秆收储运

设备等行业生产示范基地，加快

“秸秆十大产业”产业化发展，构建

科技成果转化新格局。

为了促进京津冀秸秆产业协

同发展，加强大气污染治理，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

发展理念，此次峰会还举行了中关

村秸秆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启动仪

式。中关村秸秆产业技术创新联

盟秘书长李冰表示，联盟成立后将

不断加大技术攻坚力度，整合大

学、科研机构和企业各方力量，为

秸秆综合利用技术水平的整体提

升做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中共中央政策研究

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农业农村部

原常务副部长尹成杰，财政部原

副部长张弘力，中共中央对外联

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科技部原

党组成员石定寰，生态环境部原

总工程师杨朝飞，中华全国供销

合作总社原副社长王林，中国农

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农业农村

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长曾衍德，

中央党校国际合作部主任刘志

刚，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党委书记

陈炎兵，中科院行政管理局副局

长占剑，民革中央《团结报》社长

邵丹峰，国家发改委《中国产经》

杂志社社长范定才，中国产融经

济研究院院长周德文，国家秸秆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

秸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彭飞等领导、专家。各省驻京办

领导，以及来自黑龙江省、吉林

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

省、安徽省、山东省、山西省、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等百余家秸秆

主产区的市县领导参加了此次

峰会。

□ 本报记者 曾 华

□ 陈光昌/文 蔡泽灶/图

2018年12月27日以来，贵州省天柱县远

口镇远口村和其他各地一样，都遭受了10年不

遇的雪冻天气。冰雪封路，贫困户生活困难，养

殖场、种植基地不同程度受灾。远口村驻村第

一书记，潘迈用他的实际行动书写了一曲曲抗

击雪灾保民生的党员之歌。

坚决除雪保畅通

“天雪地滑路难走，一不小心摔破头”。这

是远口村被雪封路的真实写照。

“同志们，考验我们党员干部的时候到了！”

12 月 30 日早，潘迈带领远口村抗雪抢险队

1000名队员，拿着铁铲、扫帚，清除云潭湾等

5处路段积雪，铲除芹田路口等7处路段冰冻，

横扫新市村人行道等3处路段铺雪。在忙活

了5个多小时后，一段段路露出了水泥地面，一

段段路不再打滑。村民之间可以互相走动，过

路行人不再摔跤。为了安全起见，潘迈还带着

村干部一起，在金鸡冲口、土料冲路口等危险道

路安放了“路滑禁止通行”的安全警示标志，告

知过往车辆、行人“知难而退”，确保安全。

此情此景，村民向潘迈伸出了大拇指：“县

里派来的驻村第一书记就是棒！”

誓让群众过暖冬

“大妈，我们给您送大米来啦，请您开开

门！”去年12月31日早上，潘迈踏着积雪，穿过

羊肠小道，敲开了贫困户潘妹姣家的大门，把1

袋大米送到了贫困户潘妹姣的家中。

“大伯，棉被给您送来啦，您晚上睡觉一定

要盖上哦！”当天晚上7点，潘迈送完最后一家

贫困户吴经忠的救灾物资，踏着积雪，一步一挨

的返回驻地。

从早忙到晚，潘迈的足迹遍及远口村的

远口、新市、清云、远洞、农林五个片区，来回

跋涉30多公里，逐一把34袋大米、25件棉

衣、25 套棉被送到 37 户贫困家庭的家中。

他一边送救灾物资，一边叮嘱村民们要注意

防火、正确用电，安全温暖过寒冬。

“老弟，大雪天的，您不辞辛劳给我们送油

送米，真是党和政府派来的好书记呀！”面对潘

迈的雪中送炭，贫困户吴遵才的话道出了所有

贫困户的心声。

帮企抗灾谋脱贫

在远口村，新市紫园蛋鸡养殖场年产蛋

500万枚以上，利益链接150户贫困户；清云林

下养鸡场年产商品鸡1万余只，利益链接贫困

户15户；远洞菌棒厂年产菌棒80万棒，利益链

接贫困户60户；农林林下养殖场年产土鸭1.5

万只，利益链接贫困户10户。这些产业不仅

解决了当地60多户村民就业，而且是当地村

民们增收脱贫的支柱产业。雪灾来临，这些企

业受灾了吗？受灾程度怎样？业主受灾后是气

馁还是一如既往？带着对企业的牵挂，去年12

月30日中午，潘迈带着抢险队查看企业灾情。

“潘书记，您放心，雪灾再大，还要继续搞，

贫困户不脱贫我誓不罢休！”潘迈带着抢险队帮

远洞菌棒厂清除10个菌棚上的积雪后，企业负

责人潘昌云表示决不会向雪灾低头。

“鸡棚虽然垮了一些，但鸡还在，垮了再建

嘛,怕哪样？”远口小香鸡养殖场的负责人吴述德，

看到潘迈他们冒雪来帮忙，心里一热，决心明年

继续养鸡。

一路上，潘迈带着抢险队，翻山越岭，步行

20余里，遇险除险，遇灾除灾，一共走访企业10

家，帮助企业除雪12处。他帮助企业把损失降

低到最低限度，鼓励企业负责人战胜雪灾，共同

打赢2019年脱贫攻坚战。

“潘书记代表党和政府冒雪来帮助我们，难

道我们还怕小小的雪灾吗？”潘迈带着抢险队每

到一个企业，临别时，企业的负责人和村民们都

发出了战胜雪灾谋脱贫的铮铮誓言。

保畅通 送温暖 鼓士气
贵州天柱县远口镇远口村

驻村第一书记潘迈带领抢险队
抗雪灾保民生

吹 响 秸 秆 产 业 “ 集 秸 号 ”

潘迈（中）送米到贫困户家中

国家秸秆产业联盟行业示范基地授牌仪式

□ 马喜增

河北省保定市唐县总面积

1417平方公里，辖20个乡镇，345

个行政村，总人口60万人，山区面

积占82%，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

之称。唐县是千年古县、革命老区、

太行山生态大县和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县。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

恩、柯棣华曾在这里长期战斗、生活

并以身殉职，在唐县建立的晋察冀

军区卫生学校是我党领导创建最早

的医学院校，因此唐县成为白求恩

精神的发祥地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发

展的摇篮。

唐县以白求恩精神为统领，先

行先试，扎实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唐县先

后被确定为河北省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第一批试点县、国家第二批

试点县、河北省县级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示范县。唐县人民医院被确定

为河北省创新公立医院人员编制管

理试点单位、河北省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试点医院。2009 年 11 月、

2010年4月，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来

唐县调研，将唐县人民医院命名为

“唐县白求恩纪念医院”，并亲自参

加揭牌仪式。2015年7月14日，原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到唐县调研医

改工作，在唐县召开河北省深化医

改工作座谈会。2017年，示范创建

工作验收评估为“优秀”等次，被省

医改领导小组授予“2017年度县级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县”和

“2017年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工作先进县”称号。2017年6月4

日在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上，

唐县关于绩效考核分配机制的主要

措施和做法，被遴选为“全国35项

深化医改重大典型经验之一”。

政府推动 有力保障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唐县始终把医改工作作为重大

的改革工程和重要的民生工程，重

点扶持，强力推进。

加强组织保障。成立了由唐县

县委书记、县长任组长的“医改工作

领导小组”，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亲自协调、亲自调度、亲自解决疑难

问题，有力地加快了医改新进程，构

建了新格局，实现了新发展。

加强政策保障。唐县县委、县

政府先后出台《唐县全面深化县级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唐

县深化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

县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唐县进一

步推进医疗共同体建设和发展实施

方案》、《唐县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

度实施方案》等50多个规范性文

件，为医改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政策

保障。

加强财力保障。河北省统一要

求县级公立医院实行药品零差率

后，医院减少的合理收入按照

“631”比例进行补偿。唐县作为国

家级贫困县，对医改工作优先支持、

优先保障，按照“541”比例进行补

偿（即通过调整服务标准弥补

50%；通过县财政补贴弥补40%；

医院通过加强内部管理降低成本弥

补10%），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县

级公立医院重点科室发展及人才培

养。2016年，县财政分别配套1000

万元、1030万元完成了唐县中医医

院门诊楼和唐县妇幼保健院病房楼

建设，全县医疗水平大幅提升，让群

众享受到了医改成果，社会满意率

达到99.2%。2018年，县委、县政府

谋划唐县人民医院扩建项目和唐县

中医医院整体搬迁项目。

完善制度 全力推进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唐县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人事管理、薪酬等各项管理制度，进

一步回归医院的公益性，调动职工

积极性，确保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

革工作圆满完成。

推进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

改革。理顺医院所有者和经营者

关系，县级公立医院院长拥有干部

推荐权、人事聘用权、奖惩分配权、

业务管理权和财务支配权五项自主

权力。县级公立医院配套建立上下

级医院协作、科学技术奖惩、大病目

标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形成

了医院独立运作、自我发展、自我管

理的现代医院管理运行新模式。

创新编制管理机制。根据唐县

人民医院核定的床位数和承担的公

共卫生任务，实行人员控制数备案

制和动态调整机制，共核定人员控

制数 1109 人，专业技术人员占

85%，综合管理人员占15%。

完善绩效考核分配机制。构建

适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制

定医生、护士、医技功能科室、行政

后勤四等若干级多档次量化考核指

标，实施综合量化绩效考核，医生、

护士、医技人员的收入分别是行政

后勤人员的4倍、2倍、1.5倍。实行

院科两级核算分配，绩效奖励向临

床一线、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有突

出贡献的人员“四倾斜”，实现多劳

多得，优绩优酬，充分调动了医务人

员的积极性，医疗行为更精准，提升

了医院服务质量。药占比20%左

右，平均住院天数7天，床位使用率

95%以下，住院病种中疑难大病比

例由原来的不足30%提高到73%

以上。

加强医共体建设 落实
健康扶贫政策

2018年，唐县被确定为保定市

医共体建设试点。按照地理位置和

县级医院的服务能力，分别以唐县

人民医院、唐县中医医院为龙头，

与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组成两个

医共体。实行理事会负责制，构

建利益、责任、管理、服务共同

体。通过硬件投入、人员双向交

流、远程会诊、建立上下转诊机制

等方式，提升了基层医疗水平，初

步显现“群众得实惠、医院添活力、

医改有突破”的效果。

积极实行分级负责、双向转

诊。进一步完善了急救转诊流程，

建立了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县级公

立医院为医共体卫生院上转的患者

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

统一设备配置，实现资源共

享。县级医院投入资金为卫生院进

行信息化建设、配备适用设备，开展

放射影像、心电图远程会诊工作，并

安排转诊救护车，基层医疗机构就

医环境明显优化。加强村卫生室硬

件建设和标准化管理。

建立人员双向流动机制。县级

医院抽派临床医生和护理人员到医

共体卫生院轮流上岗，更新管理理

念，规范操作流程。同时，安排卫生

院医务人员轮流到县级医院工作学

习，提高技术水平。唐县中医医院

突出中医特色积极推广17项中医

适宜技术。

充分发挥医共体作用，做好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为解决山区

乡、村医疗技术人员不足、业务水平

低的现状，医共体主体单位成立家

庭医生签约履约团队，定期下沉到成

员单位所辖村卫生室、贫困户，指导、

帮助乡、村医生定期履约，确保家庭

医生服务到位、协议书填写规范。

方便大病慢病、非常见病患者

用药。医共体在各乡镇卫生院设置

特需、外购药品“代办窗口”和“慢病

药房”，代办窗口为有特殊需求的患

者代购药品或及时购进患者所需药

品，慢病药房有效弥补乡镇卫生院慢

性病药品种类不足问题，节约群众往

返县城或外省市购药时间及路途花

费，最大限度方便群众、惠及群众。

积极开展义诊活动，助力健康

扶贫。唐县超前谋划，自去年4月

20日开始，组织县级医疗机构组成

五个健康扶贫义诊队，对2018年拟

脱贫的37个贫困村全部进行了义

诊。同时，组织唐县人民医院、唐县

中医医院组成健康扶贫巡回医疗

队，对全县151个贫困村全部村民

进行体检，并逐步扩大到全部行政

村，覆盖全部贫困人口。唐县人

民医院购置多功能医疗车1辆、保

障车2辆，配备高端检查设备、帐

篷7顶、30多名医护人员，建立起

移动医疗体检站。

创新机制 加强现代
医院管理工作

体制机制决定发展活力，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只有从体制机制创新

上有所突破，才能实现预期目标。

2018年，唐县人民医院被确定为河

北省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医院。

医院在人事管理、绩效分配、医疗服

务能力等方面大胆创新、积极探索。

推行主管护士模式绩效工资分

配办法。从岗位、职责、绩效三个方

面对主管护士绩效工资分配进行改

革，核心是让护士像医生一样分管

自己的病人，以达到让病人满意，真

正提升护士自身价值的目的，进一

步提高了护士的工作积极性。

建立全员寻找缺点不足的持续

改进机制。2015年以来，唐县人民

医院开展寻找缺点和不足活动，极

大地推动了医院内涵管理，保障了

医院质量的全面持续改进，使医院

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工作境界。更好

地践行了医院“尽快为病人解除痛

苦就是我们最大的快乐”的核心价

值观。

改革入出院管理制度。2018

年9月1日起，唐县人民医院取消

住院处、即报处，实现患者入院、出

院手续均在病区护理站完成，并实

时完成出院结算即报，患者出院只

需要支付医保结算后需要自己支付

的部分，报销费用不需患者垫付。

为患者及家属提供便利，减少就诊

环节，让病人享受更加满意的诊疗

服务。

开拓医改新思路 保障健康惠民生
河北唐县以白求恩精神为统领，先行先试，扎实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绿色中国2019秸秆产业峰会把脉行业发展，多角度、多层次、多元化

助力我国秸秆综合利用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