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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观察

本报讯 于水 记者刘念报道

近日，2023年女科学家女企业家

走北疆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大

会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

女院士、女科学家、女企业家、长江

学者及部分省市妇联负责人走进

“美丽青城、草原都市”呼和浩特和

“暖城”鄂尔多斯，相聚敕勒川，共

谋新发展，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论

坛、专题讲座、实地调研等形式为

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献智献策。

本次大会以“巾帼逐梦展芳

华 绿色发展谋幸福”为主题，旨在

深化京蒙东西互助协作，深入推进

“科技兴蒙”和“科技创新巾帼行

动”，为加速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大会举行了缔结友

好协会揭牌仪式，内蒙古自治区女

企业家协会与辽宁省、重庆市等

10个省（市）女企业家协会结成友

好协会，鄂尔多斯市女企业家协会

与佳木斯市、阜阳市等12个市女

企业家协会结成友好协会。

会议期间，与会人士先后走

进金宇国际生物科技产业园、伊

利现代智慧健康谷、回民区三顺

店社区、新城区人民法院、内蒙古

妇女儿童公园、蒙草集团等参观

调研，就生物医药领域产业发展、

乳制品智能制造、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基地建设、数字赋能

草业发展等话题进行座谈交流、

出谋划策。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有关负责

人表示，会后将成立杰出女性助力

内蒙古高质量发展智库，努力为书

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贡

献“她力量”。

□ 本报记者 王 进

□ 王泽勇

“草原的风、草原的雨、草原的羊群，

草原的花、草原的水、草原的姑娘……”

盛夏时节的川西高原，是一年中最美的

季节，盛开的格桑花像繁星一样撒落在

碧绿的草原上，蓝天白云下，人们载歌

载舞，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吃着青

草的牦牛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边……

阿坝州位于我国青藏高原东南缘、

四川省西北部，是全国唯一的藏族羌族

自治州，是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

革命老区，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生态屏

障和水源涵养地。这里有“若诗若画”

的若尔盖草原，有“童话世界”般的神奇

九寨，还有红原大草原雅克音乐季上万

人齐舞的精彩。

日前，记者随“壮丽辉煌七十年，感

恩奋进新阿坝”中省主流媒体大型采访

活动团队一道，翻山越岭、走村入户，从

海拔2000多米的黑水县到3000多米

的红原县，与“熊猫家园·净土阿坝”来

了一次亲密邂逅，在一路格桑花中深切

感受着党和国家70年来尤其是新时代

10年来给这片“红色土地”带来的巨变。

筑牢生态屏障 建设美丽家园

清晨微露的曦光洒在草原上，蜿蜒

的黄河在草原上“一路前行”……“太美

了！”“壮观！”在阿坝州若尔盖“黄河九

曲第一湾”景区，来自广州的游客张先

生面对着眼前的美景不停地赞叹。黄

河与碧绿的草原勾勒出“若诗若画”的

美景，就连“见多识广”的记者们也被震

撼了，一个个用手中的镜头记录着这大

美河山。

一路美景看不够，一路采访感人

深。“我在若尔盖花湖湿地守护黑颈鹤

已经16年了，每次黑颈鹤回家我都很

高兴，就像‘亲人’回来了一样。”59岁

的如科对记者说。

据了解，若尔盖花湖湿地每年为黄

河补水量达46亿立方米左右，占黄河

多年平均天然径流量的7.58%，是黄河

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补给区、黄河

中下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生态优势是阿坝州最大的优势，绿

色是阿坝州最亮的颜色，70年来的生

态滋养转变了老百姓的价值观念，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化理念、绿色发

展理念，已经渗透进阿坝人民心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雪山草地也

是金山银山”。

筑牢生态屏障，建设美丽家园，人

人参与的场景在阿坝州无处不在。“草

原就是我们的家，只有把草场保护好，

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常年放牧的若尔

盖县辖曼镇西仓村村民措科，如今也参

与到当地治沙队伍中。

近年来，阿坝州紧扣四川省委“建

设川西北生态示范区”战略定位，扛好

“生态大旗”，努力建设生态美丽家园。

2022年，阿坝州完成营造林41.5万亩、

禁牧2000万亩、草畜平衡3765万亩，

全州林草综合植被覆盖度达到85.6%，

湿地面积达到 881 万亩、占全省的

47.7%；环境空气质量稳居全省第一名，

国省水质考核断面首次实现全域Ⅱ类

标准以上，水环境质量位列全国前列。

聚焦民生建设 构建幸福家园

“我们的生活幸福得很！”阿坝县四

洼乡纳休村80岁高龄的斗落老伯高兴

地对记者说，“政府帮我们住上了新房，

公路修到家门口，娃娃读书不要钱，看

病也方便，党的政策好！”

据了解，以前斗落老伯家是贫困

户，每年的收入仅能维持生活，如今政

府不仅帮助他们脱了贫，还让他们过上

了好日子。

行走在阿坝州的村寨，干净整洁的

道路，美丽的牧民新居，处处展现出新

时代新阿坝的风采。70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阿坝州全力改善民

生、增进福祉，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70年前，整个阿坝地区仅有县卫

生院6所、边区医疗队1个、诊所3个，

医疗人员35人，黑水县没有1张病床。

如今，黑水县卫生机构增加到21个，开

放病床215张，医学教育从无到有，全

县卫生人员已达396人，卫生应急处置

能力不断完善和提升，更好守护了这片

‘净土黑水’。”黑水县相关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新时代10年，阿坝州

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一条贯穿始终的

重要脉络，一批惠民生暖民心的工程

发挥出功效，维修养护农村供水工程

1430处，新改建农村公路653公里……

一个个民生工程、一项项惠民举措，

化作一个又一个笑颜绽放的故事。

发展特色产业 打造小康家园

环境变好了，如何让村民增收致富

成了关键。近年来，阿坝州立足优势资

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取得明显成效。

红原县依托草原特色文化，创新开

展草原音乐节，既吸引了游客，也拉动

了产业发展。2022年，全县接待游客

20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9.57亿元。

黑水县大力发展黑桃产业，把一个个黑

桃变成当地群众的“致富果”。村民们

还依托黑桃产业开办民宿，打出特色旅

游牌，不仅拓宽了产业，还增加了收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坝县大力发

展青稞种植，种植面积达6.01万亩，成

为全县主要支柱产业，并建起了集黑青

稞种植区、生产加工区、休闲观光体验

区、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有机肥有机

饲料生产基地、现代农业园区服务中心

于一体的“三区两基地一中心”青稞现

代农业园区。该县采取“农头企业+合

作社+集体经济+农户+科研技术”的

运行模式，大力推广订单式农业，健全

产业联农带农机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带动农户面达80%以上，辐射带动园

区周边8个乡镇7822户41175名群众

人均增收650元。

近年来，阿坝州聚力产业兴旺，培

优生产基地，育强经营主体，擦亮特色

品牌，构建起了“6+N”特色产业发展体

系，为百姓增收致富夯实了基础，也为

打造富裕小康家园注入了强劲动能。

未来，阿坝州将在一体推进“6+N”

高原特色农牧业、“5+N”生态工业、

“1+6”现代服务业产业新体系发展基

础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聚焦工

业、培育产业，攥指成拳、形成合力，推

动传统主导产业提质增效、特色优势产

业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发

展，着力打造一批支撑阿坝未来发展的

支柱产业集群。

（本文配图由王泽勇摄）

□ 本报记者 丁 南

“真没想到，现在可以先住院再付

费，医院的政策既方便又暖心。”古田县

医院2022年2月率先在福建省宁德市

试行“先诊疗后付费”新型就医服务模

式，赢得广大患者由衷赞叹。

根据该模式，患者在办理住院手续

时，凭本人医保卡即可住院，无需缴纳住

院预缴金；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只需向医

院支付医保报销后个人承担的自付费

用，大大缩短了患者排队等候时间，有力

解决了患者垫资负担，更提高了收费处

的工作效率，困扰人民群众的“看病慢、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逐渐成为历史。

惠及群众“广覆盖”

据古田县委改革办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古田县深刻践行“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医疗服务理念，致力解决县域

内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最后一公里”问

题。在2021年召开的古田县第十三次

党代会上，古田县委书记张成慧提出

“数字古田、绿色古田、开放古田、健康

古田、魅力古田”建设目标，正式将“先

诊疗后付费”模式作为助推健康服务提

档升级的重要内容。

经古田县医院论证，与建设银行携

手对医院就医流程优化改造，投入约

350万元，实现了统一对接POS刷卡、

支付宝、微信、银联、网银等各类金融支

付渠道，为医院HIS系统、自助服务系

统、掌上医院App、微信公众号等涉及

预缴金充值、门诊缴费系统提供一体化

支付界面，实现县域内参保（参合）及急

危重症患者住院先诊疗绿色通道、电子

财务对账、余额原路退回等功能。

古田县逐步将“先诊疗后付费”的

实施对象从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新

农合）的农村贫困住院患者扩大到本省

医保参保人员，最大范围惠及群众，不

论是门诊就医、住院诊疗，还是急危重

症患者救治，一律实行“先诊疗后付

费”，取得良好成效。

诊疗服务“一站式”

古田县推行的“先诊疗后付费”新

型就医服务模式，受到福建省、宁德市

卫健委的广泛宣传和好评。从“先付费

后诊疗”到“先诊疗后付费”，让患者享

受“一站式”诊疗服务，不仅仅是就医流

程的改变，对医院和患者来说更是一场

便民措施的深刻变革。

推行门诊诊间结算。古田县取消

门诊首次就医预缴20元诊费，患者在县

医院门诊就医，医生完成开单，患者即可

在诊室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无需

在收费处排队缴费，直接前往药房等候

取药或前往检验科室检查即可。

推行住院“先诊疗后付费”。县域

内医保参保对象前往县医院住院，持本

人医保卡就医，只要符合医保规定的疾

病，无需缴纳预缴金，经审核后即可办

理入院手续，直接住院治疗，急危重症

患者实行先抢救后办理手续。

推行看病缴费“一件事”。免除挂

号、检查、检验、取药等多环节排队缴

费，解决了传统就医模式下患者挂号时

间长、缴费时间长等痛点，有效缓解了

医疗机构拥挤问题，减少人员聚集，预

防交叉感染，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工

作人员压力。

费用结算“一单清”

“先诊疗后付费”，费用结算“一单

清”。据古田县医院负责人介绍，住院

费用1万元以下的患者，不要求患者入

院时预缴费用，住院过程也不催缴；住

院时间较长、医疗费用较高的参保患

者，医院根据病情进行综合评估，以1万

元为界进行分级，入院治疗期间告知预

计费用，让患者分阶段结算，以防止医

院垫付费用过多。患者出院时，医院即

时结报医保报销部分，个人应承担费用

由患者结清，全部办结后予以办理出院

手续；对于危重症出院患者（含死亡），

允许家属先将患者运回去，再来办理结

算，支付自付部分费用。

2022年2月至今，古田县“先诊疗

后付费”服务模式已惠及28735人次住

院患者，产生住院费用共19702.76万

元，核实就医患者逃费仅8人。

古田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古田推

行“先诊疗后付费”服务模式，形成了政

府牵头、社会机构与医疗机构紧密合作

的联动可持续运营机制，彰显了“以病

人为中心”的理念，是一项便民、惠民、

利民举措，有利于为更多患者开通生命

“绿色通道”，让患者第一时间得到安全

有效的治疗，并尽最大努力减轻病人的

资金周转压力。这一改变带来的不仅

仅是患者从容就医的新体验，更在切实

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造就了良好口碑，

实现了医院与患者共赢。

本报讯 近日，城乡供水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座谈暨银川都市圈

西线供水工程现场调研行活动在

宁夏银川市举行。活动采用“实地

调研+交流研讨”形式开展，以案

例看发展，集聚多方力量，共商城

乡供水一体化发展之路。

活动期间，来自黄河中上游流

域的供水、设计规划、智慧水务等

企业代表以及各方专家学者等30

余人组成的调研团走访了银川都

市圈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东西两

线，并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过程中如何做好城乡供水

一体化高质量建设进行研讨。

调研团在银川西夏水库看到，

当黄河水从青铜峡黄河金沙湾取

水泵站涌进水库，浑浊的黄河水经

过调蓄沉沙后变得清澈起来。之

后，变清澈的水先流入水厂进行深

度处理，再经过机械搅拌、絮凝、沉

淀、过滤以及“次氯酸钠+紫外线”

消毒等一系列水处理工艺，满足

106项指标后，方可正式流入市政

管网，输送到市民家中。

为了用好黄河水，宁夏在全国

率先出台“四水四定”管控指标方

案，从区域、行业、产业等方面对用

水量进行重新分配，实行总量控制、

指标到县、用途管控。“宁夏一直把

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坚决

抑制不合理的用水需求，保护好赖

以生存的黄河水资源。”宁夏回族

自治区党校科研处副处长张弼说。

座谈中，来自西安、兰州、银

川、吴忠等多地的供水企业代表集

中探讨破解城乡一体化供水难题，

为黄河中上游区域水务建设发展

建言献策，共同按下城乡供水一体

化发展的“加速键”。（马 霞）

本报讯 记者袁小峰报道 近日，

黑龙江自贸试验区黑河片区边民

互市贸易进口39吨落地加工大豆

顺利通关，运至黑龙江丰德恒泰粮

油有限公司落地加工。这是黑龙

江省获批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

地加工试点以来的首次进口大豆落

地加工，标志着黑龙江省边民互市

贸易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自2020年接手互市贸易区运

营后，黑河自贸片区研究出台《黑河

市边民互市贸易创新发展九条措

施》，对原有互市贸易交易点进行整

体改造，成为黑龙江省功能最完善

的互市贸易交易点，生成了“互市贸

易进口商品溯源”等创新案例。本

次互市贸易进口大豆39.02吨，总

货值13.7万元，黑河祥和边民合

作社的18名边民参与核销。

黑龙江丰德恒泰粮油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通过黑河口岸进口

大豆落地加工，为企业减轻了税收

负担，同时也增加了边民收入。作

为落地加工企业，我们切实体验到

了边民互市贸易‘整进整出’模式

的好处，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益，

真正享受到了政策红利。”

未来，黑河自贸片区将继续深

耕互市贸易业态，依托新建的9.6

万平方米黑河公路口岸互市贸易

交易点、3.4万平方米的公路口岸

互市贸易产业园，积极增加互市贸

易进口商品品类，扩大互市贸易规

模，带动更多边民参贸，享受国家

给予边境口岸特殊政策带来的红

利，推进兴边富民战略实施，争取

今年底形成大豆年加工能力30万

吨、中草药年加工能力1万吨的黑

河市边境互市贸易落地加工产业

集群。

一路格桑花 壮丽新阿坝
——写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建州70周年之际

“先诊疗后付费”破解看病难看病贵
福建古田县推行新型就医服务模式，带来的不仅仅是患者从容就医的新体验，

更在切实减轻患者负担的同时造就了良好口碑，实现了医院与患者共赢

宁夏凝聚合力按下城乡供水一体化“加速键”
来自黄河中上游流域的供水企业代表

及专家学者共商水务发展大计

黑河首批互市贸易落地加工进口大豆完成通关

女科学家女企业家走北疆助力内蒙古高质量发展
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论坛、专题讲座、

实地调研等形式献智献策

标志着黑龙江省边民互市贸易进入
快速发展新阶段

浙江杭州浙江杭州：：青年工人岗位大比武青年工人岗位大比武
7月26日，共青团杭州市委员会、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在余杭

区仓前街道一处项目工地举办杭州市建筑青工技能比武大赛，比赛设置

挖掘机、砌筑、电焊等技能比拼，吸引135名青年工人参赛。图为青年建筑

工人在操作挖掘机完成过弯道任务。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游人在若尔盖花湖湿地公园观鸟

红原月亮湾旅游景区

记者在黑水县知木林镇维多村黑桃产业基地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