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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淘宝村”仍在发展，通过创建电

商创业园、淘宝协会、电子商务培训基地等

平台，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村子形成了“以

电商产业为主导，乡村旅游为辅助，创业孵

化为补充”的发展模式。

深山里的“淘宝村”
走上脱贫致富路

□ 李延霞

贷款利率7.6%，保险费、服务费、担保

费层层加码，企业最终要承担22%以上的

融资成本！8 成保费进入银行腰包，保险

费率是正常的数倍！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督查室、银保监会点名通报部分银行保险

机构、助贷机构违规抬升小微企业综合融

资成本，细节发人深思。

欲收其费，何患无辞。贷款承诺费、投

融资顾问费、法人账户透支业务承诺费、以

贷转存、配套承兑汇票……有的收费明目

张胆，有的收费暗度陈仓。不管什么形式，

都是变着法地从企业身上猛“揩油”，不断

推高融资成本，成为小微企业的不能承受

之重。

巧立名目乱收费与向实体经济让利的

政策要求背道而驰，必须出重拳予以整

治。除了要加大惩罚力度外，通过点名通

报的方式让违规机构“露露脸”“出出汗”，

可以起到以儆效尤的效果。

遏制乱收费行为，需要银行改变经营

模式。由于盈利模式单一，在业绩考核压

力下，银行存在简单依靠收费来增加利润

的冲动。但靠乱收费赚取利润注定不能长

久。要想可持续发展，银行要在增强产品

创新能力上下功夫，提升金融服务的价值

和品质。

根治乱收费现象，要以市场之手倒逼

机构规范经营。在我国当前金融体系下，企

业想要获得发展资金，多数情况下只能向银

行贷款，即使融资成本高昂，要想获得也不

容易，所以只能忍气吞声。根治乱收费现

象，要靠市场竞争打破垄断，改变银行惯有

的强势行为，刺激银行创新业务、改善服务。

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才能叶茂。金融

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本之木。经受了疫情

冲击，不少企业刚刚恢复元气，更需要金融

“扶一把”。在此情况下，那些乱收费金融机

构应当及时住手，不能只顾打自己的算盘，

把企业当作“唐僧肉”，而是要算大账，拿出

让利实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为自身赢得

未来。

要“扶一把”
不要猛“揩油”

万亩竹万亩竹林林““冬闲冬闲””时节忙采收时节忙采收
进入初冬时节，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东林镇南山村的村民陆续在承包的山坡竹

林间采挖冬笋、砍收竹子。南山村目前有

竹林1万余亩，村内400户村民依靠上山

砍竹、挖笋，实现户均每年增收3万元左

右。图为南山村的村民将砍收的竹子搬运

下山。 新华社记者 徐 昱 摄

一 个 移 民 贫 困 村 的“ 绿 色 崛 起 ”

□ 秦 宏 林 超

今年国庆假期后，在福建省泰

宁县大金湖畔的梅口乡水际村，不

少村民忙着重新装修自家民宿。与

10年前政府“恳求”他们建带卫生间

的房子不同，村民争相升级房间硬

件及绿植等“软装”。

搭上旅游业“便车”

“记得2000年，来动员的乡干

部还被村民用扫帚赶出去过。”水际

村村民、民宿业主蔡雪娇说，那时政

府鼓励村民投资建民宿，但刚从贫

困中走出来的村民们，不大相信民

宿产业的前景。

水际村是老区基点村、库区移

民村，1980年泰宁县建设大金湖池

潭大坝，关闸蓄水，村民就地从山谷

平地搬上半山腰重建。地没了，山

林少了，水际村成为省定贫困村。

20世纪90年代前，村民一度只

能靠捕鱼维持日常开销。泰宁县实

施旅游兴县发展战略后，借助山绿

水美的自然生态，水际村搭上旅游

业“便车”，迎来发展转机。

“1998年我嫁到村里时，村民除

了打鱼还能通过用渔船搭载游客游

湖，摆摊销售干鱼干贝赚钱。后来

民宿出现了，村民开始相信能靠风

景赚钱了。”蔡雪娇说。

但是，因生态环保意识不足等

因素，水际村发展遭遇新问题。由

于都想多赚点钱，村民开始过度捕

捞；自发经营的游船、民宿等陷入无

序竞争，“旺季宰客、淡季杀自己”。

2004年前后，湖里的鱼越来越

小、越来越少，大金湖生态环境越来

越差，夏天臭气弥漫。村民赚到的

钱越来越少，还不断有游客投诉。

走上“绿色”发展路

为保护生态和旅游业发展环境，政

府出面引导，水际村党支部牵头，采取

“行业协会+公司+农户”方式，对渔业、

游船业和民宿业进行规范，统一规划、

统一管理、统一收费标准、统一经营。

“原来人人捕、天天捕，改为了

由渔业公司统一养殖、捕捞、销售，

渔民入股享受分红，不能再私自捕

捞。”梅口乡党委书记马骕说，当地

游船业和民宿业也成立了协会规范

运营，遏制了自然生态进一步恶化，

扭转了水际村产业发展不利局面。

2005年，泰宁县被列为第二批

世界地质公园，大金湖成为公园核

心景区。规范经营、管理后，水际村

各项产业得到更快发展。去年，湖

区“晏清”牌有机鱼、游船营运、餐饮

民宿业等经营收入达到5700余万

元；水际村民人均收入2万余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60多万元。

“村民更加重视产业发展质量

和生态环境保护了。”蔡雪娇说，现在

湖里的鱼放得多捕得少，养好几年才

会捕捞；吃上“旅游饭”后，山丘田都

退耕还林了，人们收入却更多了。

近年来，作为国家首批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县，泰宁县大力升级生

态旅游业，发展森林康养、休闲度

假、文体创意等产业。“作为三明生

态最好的乡镇之一，我们在不断探

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

方式，让更多乡村像水际村一样‘绿

色崛起’。”马骕说。

□ 本报记者 任丽梅

“老爷子，血压还可以。药要

吃，每天吃了饭还是要多走走啊！”

一大早，重庆市忠县任家镇中

河村村卫生室的村医谭廷平正在给

一位老人测血压。他测量完血压，边

收拾血压计边扯着嗓子大声同老人

家说话，嘱咐他坚持吃药，多活动。

任家镇卫生院副院长周文豪告

诉记者，村卫生室就建在镇敬老院

旁边，老人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

服务都由这个村卫生室的医护团队

来保障。

“有老人出现重病怎么办？”

“那没得问题。只要村医给卫

生院打个电话，卫生院就会派救护

车把老人接进卫生院治疗。如果我

们处理不了，还可以请县医院远程

会诊解决。”周文豪说，自从忠县实

行“纵联横合”的医共体“三通”改革

以来，他们基层提供医疗服务的能

力有了很大提高，加之县医院技术

的支撑，镇里百姓看病不用都往县

城跑，特别是一些留守老年人看病

不用发愁了。

何为“纵联横合”的医共体“三通”？

忠县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记

莫官寰介绍，忠县创新县域内医疗

卫生人、财、物管理和使用新机制，

通过建立“编制池与职称库”，使医

疗人才配置最优化；而“资金池与项

目库、设备库”的设立，则达到财政

资源利用最大化，实现“人通”“财

通”“医通”，基层卫生服务能力和水

平显著提高，老百姓在基层不仅能

看得上病，还看得好病。

据忠县卫健委提供的统计数据

显示，全县42家乡镇卫生院目前已

经全部完成标准化建设，高血压等

66个病种的乡镇卫生院首诊率达到

35%；每个卫生室都有1名合格村

医，村卫生室诊疗量占基层总诊疗

人次20%以上。

“编制池与职称库”
激发人才活力

“我们卫生院过去只有6个人的

编制，很多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做不

到位。现在通过‘编制池’的调剂，

卫生院编制达到 12个，不但公共

卫生服务工作可以完成，卫生院新

科室的建立和人才培养工作也有

了起色。”

说起现在乡镇卫生院的发展，

忠县石子乡卫生院院长谭家琼感受

颇多。石子乡素有“忠县西藏”之称

的美誉，但由于经济落后，乡镇卫生

院的建设跟不上。新医改后，新的

卫生院建成，但人员的缺乏又让他

非常焦心。

据介绍，石子乡卫生院过去由于

水平能力差，加之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少，卫生院的病人并不多，6个人的编

制足以应付。但随着新医改的深入

推进，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

育及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六位一

体”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让这个曾

经冷冷清清的卫生院有了新气象。

服务量的增加，凸显了人员的短缺，

虽几经申请，但由于编制名额是固定

的，谭家琼也是干着急。

不过，随着忠县医改的深化，特

别是新建立的“编制池”解决了困扰

谭家琼多年的问题。

莫官寰告诉记者，按照现有的

人事编制管理要求，忠县每个事业

单位都有1%~3%的空编，以应付特

殊情况使用。按照这个比例，全县

卫生系统40多个单位，空余的编制

在100多个。为了将这个资源盘活

利用好，县卫健委与县编办、人社等

相关部门协商，建立“编制池”，将这

些空编留出10个名额备用，其他的

全部入池为全县统筹调剂使用，尤

其满足乡镇卫生院的业务人员招

聘，即编制随着需求走，哪里健康服

务量大需要人，编制就跟上去。

“‘编制池’的建立使卫生人力

资源的管理由过去的固定变为浮

动，卫健委可以根据各卫生院的需

求进行统筹调配，使人才配置更灵

活。”莫官寰说，新医改提出了保基

本强基层建机制，这个时候因地制

宜探索出可操作的体制机制最为

重要。

金声乡卫生院院长杨承强表

示，通过“编制池”，他们增加了 3

个编制名额，引进了医疗、护理、辅

助检查 3个方面的专业人员。目

前，卫生院的服务量大大增加，很

多过去不能开展的检查项目也开展

起来，满足了百姓在基层的医疗服

务需求。

莫官寰说，为了实现医疗人才

最优化配置，忠县卫健委还将每个

卫生院空着没有人申请的副高职称

名额统筹起来，建立“职称库”。然

后，在每个乡镇卫生院空余的副高

职称岗位，优先聘用县级医疗机构

拥有资格的优质医疗人才，吸引人

才下基层，就此解决了县乡优质卫

生人才配置不均的问题，尤其是乡

镇卫生院多年有岗位没人才的问

题，从机制上得到有效解决。

记者了解到，忠县的“编制池”和

“职称库”改革以来，共调剂编制128

个、设立高级职称岗位56个。目前，

全县42个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和

水平大大提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

下转病人增多。据统计显示，目前通

过县乡上下转诊绿色通道下转的病

人有2785人次，下转率提升20%。

“资金池与项目库”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强化基层医疗机构软硬件建设

是2009年新医改实施以来非常重

要的一项工作，但仅靠国家有限的

投入，还难以满足百姓日渐提高的

健康需求。特别是在一些地方财政

并不富裕的地方，乡镇卫生院的建

设资金还需另辟蹊径，集小钱办大

事、集散钱办成事。

“现在农民持续增收，加之美丽

乡村建设，卫生院再不把环境和服

务做好，谁来你这里看病？我们很

想增加一些设备，但是苦于没有钱，

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不过现在

好了，今年卫健委从‘资金池’调剂

出40多万元支持我们，购进了生化

分析仪、理疗床等设备。”忠县双桂

镇卫生院院长周成说。

据了解，双桂镇位于忠县西部，

距县城70公里，是忠县、丰都和垫江

三县交界的边贸镇。近年来，双桂

镇的特色产业让百姓收入快速增

长，健康服务需求也在不断提升。

为了满足乡亲医疗服务需求，双桂

镇卫生院着力加强软硬件建设。但

是，由于县财政投入有限，卫生院想

购买新设备的愿望一直等到今年才

得以实现。

莫官寰介绍，为优化城乡医疗

资源配置，忠县建立了一个“基金

池”，每年按基层医疗机构收入的

5%、县级医疗机构盈余的2%提取

资金，再加上一些财政专项资金，进

行滚动积累。与此同时，配套建立

“项目库”，根据各个乡镇卫生院申

报的项目需求，按照轻重缓急及资

金筹集情况，分年度推进各个申报

项目的实施，逐步解决基础建设与

发展问题。

此外，为了提高医疗设备利用

率，忠县还建立了“设备库”，将全县

5000元以上的医疗设备统筹调配使

用，通过“均贫富”提高了医疗设备

利用率。截至目前，“基金池”和“项

目库”已累计统筹资金3750万元，

实施项目54个，190余台（件）的医

疗设备得到充分利用。

记者了解到，在“基金池”的支

持下，全县40多个基层医疗机构均

获得不同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像石

子乡卫生院、金声乡卫生院和双桂

镇卫生院等基层机构，都借助“资金

池”实现了各自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设备购买目标。

创新机制 优化配置 满足百姓需求
重庆忠县创新县域内医疗卫生人、财、物使用和管理新机制，实现医疗人才配置最优化、财政资源

利用最大化，有效提高基层服务能力，连续5年基层首诊率保持在70%以上

福建将乐福建将乐：：生态引生态引领领 绿色常口绿色常口
常口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高唐镇。20多年

来，常口村践行绿色生态发展理念，立足山、水、田的资

源优势，探索出一条因地制宜、绿色发展的道路。2019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122 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6万元。常口村先后获评“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

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称号。图为常口村村民在村

旁的金溪上划船。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 摄

福建泰宁县梅口乡水际村重视产业发展质量和生态环境保护，
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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