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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情找人大代表，有意见到人大
代表联络站提”。近年来，山阳县人大常
委会把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作为实践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抓手，标准化、规范
化、常态化推进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不
断创新工作模式，推动人大代表联络站这
个“小平台”发挥为民履职“大作用”。

“以前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要么去人
家的单位，要么去人家的家里，总感觉不
方便。现在好了，每月第一个周的星期三
是人大代表站接待选民日，在镇上或者村
上的代表联络站就能见到各级人大代表，
反映的问题也能及时得到回复。”近日，山
阳县色河铺镇陆家湾村村民游德朝说。
这是色河铺镇人大主席团创新开展“三联
五公开”工作模式，积极解决群众合理诉
求和实际困难的一个缩影。

色河铺镇人大主席团通过下联选民
收集建议、代表互联提升活力、上联党委
确定措施，同时在公示栏对外公布开放时
间、进站代表信息、接待事项、交办问题、
办理结果的“三联五公开”工作模式，有力
实现人大代表联络站信息公开化。

近年来，山阳县人大常委会按照“一
年打基础，两年抓规范，三年促提升”的总
体目标，出台了《关于全县人大代表联络
站规范化建设的指导意见》，高质量推进
人大代表联络站建设。目前，山阳县共设
置镇（街道）中心联络站 18 个、村级联络
站 72 个、专业代表联络站 6 个，初步形成
以中心联络站为龙头、以村（社区）联络站
为支撑的代表联系群众阵地体系。

“全县人大代表联络站从无到有、从
有到优，不断建设完善中，为人大代表履

职搭建了平台，也增强了人大代表的履职
活力，实现了五级人大代表进站全覆盖、
履职活动全覆盖，代表活动更加丰富高
效，群众表达诉求渠道更加畅通。”山阳县
人大常委会人代工委主任方绪银说。

山阳县各镇（街道）人大主席团（工
委）积极创新工作形式，不断拓展代表联
络站功能，在实践中涌现出色河铺镇“三
联五公开”工作模式，十里铺街道“说、理、
商、办、督、评”六步法等符合山阳实际、具
有山阳特色的代表联络站品牌。

“必康大道的路灯亮了，我们再也不
用摸黑走夜路了，这些路灯点亮的是夜
空，温暖的是民心。”6 月 2 日，山阳县十里
铺街道高一社区村民唐彦彦高兴地说。

山阳县十里铺街道必康大道临近十
里中学和街道幼儿园，车辆来往频繁，是

辖区交通要道，但因建设规划调整，通车
多年未交工验收，路灯始终没有启用，一
到晚上漆黑一片，居民出行很不安全。

2022 年 8 月，辖区群众来到街道人大
代表中心联络站，将这一情况反映给进站
代表。“接到群众反映后，我和其他几位进
站代表商议，分头对接相关职能部门，协
调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山阳县人大代
表黄古军说。11 月 9 日，群众期盼已久的
路灯终于亮起。启用当天，沿线近千名群
众齐聚必康大道路边，纷纷点赞称好，还
有群众在自己的社交账号里“晒幸福”。

山阳县依托代表联络站，让群众关切
但往往“不好管”“声音小”的难题迎刃而
解，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变成放
心事、顺心事、暖心事，是“人民至上”理念
的生动实践。

人大代表联络站 为民履职大平台
本报见习记者 王天彤

十四、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控行动
1. 传染病防治。规范建设管理发热

门诊、肠道门诊。强化联防联控，从源头
管控狂犬病、布病等人畜共患病，巩固提
升艾滋病、结核病、出血热等 10 种重点传
染病专病专防防控成果，落实结核病救治
保障政策，加大耐药结核病防治力度，努
力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治愈率。实
施国家免疫规划，强化疫苗全过程可追溯
管理，倡导高危人群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
种流感疫苗。

2.做好地方病防治，落实地方病监测
评价全覆盖，建立全市地方病患者信息档
案，对大骨节病、克山病、氟骨症、甲状腺
肿等地方病患者进行救治，并将地方病重
症患者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加
强大骨节病等病区少年儿童综合防控力
度，在碘缺乏地区持续推广居民食用碘
盐，从源头上阻断高氟健康危害。

十五、健康城镇建设行动
1. 开展健康城镇建设。建立健康城

市、健康县城、健康镇村基本评价体系。
将健康政策纳入城市规划、市政设施建
设、道路交通、社会保障等各项公共政策
并保障落实。推动健康城镇理念进社区、

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提高社会参与
度。积极引导卫生城镇向健康城镇发展，
打造卫生城镇升级版，促进城镇建设与人
民健康协调发展。

2. 开展健康细胞示范建设。持续深
化 8 类健康细胞示范建设，组织、引导机
关、军营、社区、村庄、学校、医院、企业、家
庭及广大居民积极参与，提高全社会的参
与度。到 2022 年，健康细胞建设广泛开
展，形成一批具有典型示范作用的健康细
胞，健康环境明显改善，健康知识得到普
及。到 2030 年，健康细胞建设覆盖各个
方面，健康服务落实到社会全体居民，健
康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持续提高。

十六、健康产业发展行动
挖 掘 发 挥 我 市 独 特 生 态 、区 位 、资

源、文化等四大潜能，以产业项目聚集
融 合 为 引 领 ，以 互 联 智 慧 大 数 据 为 平
台，有效整合利用各类资源，着力谋划
建设一批具有示范带动效应的大健康产
业项目，培育具有地域特色和地方优势
的健康产业集群，建设商洛大健康服务
产业综合体，带动引领健康产业加快发
展，着力建设“陕西慢病康养中心”，打

造全国“康养之城”。到 2022 年，基本形
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覆盖全生命周
期的大健康产业体系。到 2030 年全市
大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扩大，产业结构更
加完善，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产业环境
持续优化，“康养之城”品牌竞争力和影
响力明显提升，大健康产业成为商洛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十七、健康保障完善行动
1. 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坚持市级建

中心、县区级提能力、基层筑网底，构建整
合型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支持社会资本
举办儿童、老年康复等薄弱专科医疗机
构，推动公立和民办医疗服务错位发展。
推进市、县区疾控中心达标建设和能力提
升工程，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服务
能力，加大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机构规范化
建设力度。

2. 健 康 信 息 化 建 设 。 积 极 做 好 市
级 全 民 健 康 大 数 据 云 平 台 建 设 ，一 并
整 合 县 级 平 台 ，利 用 大 数 据 信 息 技 术
对医疗质量控制、规范诊疗行为、评估
合理用药、优化服务流程等提供支撑，
面 向 各 级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卫 健 部 门 和
全民应用提供标准化、一体化、智慧化

服 务 。 围 绕 智 慧 化 健 康 养 老 、居 家 健
康养老服务信息化、数字化健康服务、
互 联 网 医 养 结 合 、个 性 化 健 康 管 理 等
新应用、新需求，积极打造卫生健康数
字经济新力量。

3. 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人才强
卫战略，支持医疗卫生人才参与省、市级
重点人才项目，培养造就一批高层次、创
新型、复合型学科带头人和行业领军人
才。加强高层次人才、紧缺人才引进，支
持商洛学院、商洛职业技术学院卫生专业
设置，合理扩大医药卫生人才培养规模。
加强基层卫健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全科医
生、公共卫生人才引进培养力度，稳定村
医队伍。继续实施基层医学人才招聘、定
向培养和规范化培训计划。制定落实相
关优惠政策，吸引人才到基层工作，鼓励
执业(助理)医师在区域内多点执业。推进
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人
才评价机制。（完）

建设健康商洛 共享美好生活
——健康商洛建设17项行动解读之五

健康商洛在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桂林 杨延萍）6 月 14 日，镇安县红十
字会联合县卫健局开展了“汇聚热血力量 点燃生命之光”无偿献
血活动，以实际行动庆祝“6·14 世界献血者日”。当日共有 83 人
捐献血液 2.38万毫升。

活动现场，在镇安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组织下，县中医医院、
县红会医院各临床科室、医技科室、行政科室、后勤科室的献血者们
陆续来到采血车上，填表、体检、采血，活动现场气氛温馨而热烈。

在 献 血 队 伍 里 ，不 仅 有 多 次 无 偿 献 血 经 历 的“ 老 面 孔 ”，
也 有 初 次 献 血 的“ 新 生 力 量 ”，
许 多 医 护 人 员 利 用 工 作 间 隙 参
与 此 次 活 动 ，献 血 结 束 后 又 立 刻
投 入 到 工 作 中 去 ，大 家 都 为 能 参
与 无 偿 献 血 感 到 光 荣 和 自 豪 ，他
们 表 示 ，守 护 生 命 是 医 务 工 作 者
的 职 责 ，无 论 是 在 病 床 前 还 是 在
献 血 车 前 ，救 人 永 远 是 他 们 的 初
心 使 命 。

无偿献血 让爱延续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鑫）近日，镇安县举办社会救助政策
业务培训班，各镇办分管民政工作的相关人员、民政干部及村（社
区）党支部书记共计 200多人参加了集中培训。

在培训现场，镇安县社会救助中心 5 名干部围绕各自业务联
系实际，围绕最低生活保障、特困救助、临时救助、低保边缘家庭认
定等进行全面翔实的讲解。并结合省、市新出台的社会救助政策
文件，从政策变化、拓展范围、认定条件、办理流程、审核确认等方
面进行系统讲解。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强化了镇安县民政工作人员的责任意
识和服务意识，提高了大家对业务操作流程和具体适用情形的把
握能力，为全县精细化开展社会救助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镇安集中培训民政干部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冲）今年以来，丹凤县全力做好拥军
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将双拥工作和军民融合同步规划实施，形成
了双拥工作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良好格局。

丹凤县人武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联系包抓寺坪镇，近年来，协调投入 20多万元扶持当地产业发
展，为寺坪小学建立“红色书屋”；连年包抓 6个重点建设项目已建
成投运，在全县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驻地官兵参与“乡村振
兴专场”退役军人慈善募捐 6000 元，参加零散烈士集中安葬 6次，
开展帮困结对 60 户、资助 8 万多元，县武警中队深入县内敬老院
看望孤残老人，与困难学生结对救助 37 名，资助金额达 1.2 万元。
驻地官兵参加各类抢险救灾和保卫任务 20多次，两次圆满完成火
箭一子级残骸搜索、警戒及善后任务；先后出动 70 多名民兵执行
应急保障等任务。同时，驻丹凤部队先后与 13家单位建立了共建
关系，为中小学军训 1.5 万多人次，为 1.8 万名师生现场讲国防教
育课 30 场，开展“学雷锋”活动 6 次，为贫困家庭、贫困学生捐款
5.2万多元，义务植树 1.1万株。

丹凤促进军民融合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杨 斌 蔡英
平 李文倩）今年以来，洛南县城关街道
罗坡村大力推行“微课堂”“微团队”“微
项目”“微积分”“微榜样”模式，有效破
解农村党员群众组织学习难、发挥作用
难、能力提升难的问题，不断提升基层
社会治理效能。

罗坡村用足用活“腾讯为村”网络学习
平台，打造“指尖微课堂”，以需求为导向，

引导广大党员群众随时随地学习各级最新
理论政策；开设“田间微课堂”3次，将讲台
搬到田间地头、村间院落，组织农技专家到
一线开展种植、养殖现场教学，提升党员群
众掌握实用技术能力本领。组建党员先锋
队，在急难险重任务一线走在前、作表率；
成立“乡贤工作站”，自编自演乡土节目 8
场次，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推动形成积极
向上的文明新风；组建“青年志愿服务团

队”，开展便民服务 6次，主动参与村上“大
事”“小事”。率先建成全县首家“红色快递
驿站”，组建以党员为骨干的“红色小蜜蜂”
快递服务队，为偏远群众提供快递便民服
务，累计帮助群众销售农特产品两万多件，
助农增收 7 万多元。推行党员和群众“双
百制”考评制度，将党员分为在职、无职、老
弱、流动四大类，实行月评、季评和年终总
结；以“七当七不当”为主要内容，定期对群

众进行村规民约百分制考评；采取“红黑
榜”“党建超市”“爱心积分”管理等机制对
考评结果进行兑现，引导党员群众积极参
与基层社会治理、投身家乡发展。开展

“星级文明户”“罗坡好人”“最美网格员”
“最美乡贤”等身边典型榜样评选活动，通
过道德评议会、表彰鼓励会、院落会等，广
泛宣传先进典型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中
的先进事迹。

罗坡村“五微”模式提升治理效能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黄朝梅）6 月 14 日，山阳县社区矫正
管理局在县司法局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我市成立的第一个社区
矫正管理局。

山阳县的智慧矫正中心建设工作推进有力、亮点突出、成
效显著，自助矫正终端智能化应用、社区矫正 VR 教育、执法记
录仪现场直播、司法所监控视频进行信息化核查等一些典型做
法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推广价值，得到司法部社区矫正管理局
的高度肯定。2023 年，山阳县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56 人，解除
社区矫正对象 46 人，完成社会调查评估 19 人。截至目前，在册
社区矫正对象 129 人，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837 人、解除社区
矫正对象 705 人。

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
现，山阳县社区矫正管理局的成立，是我市推进依法开展社区矫正
工作的重大举措，进一步明确了社区矫正执法主体地位，对提升社
区矫正对象教育矫治质量、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山阳规范社区矫正管理

近日，丹凤县峦庄镇中心小学通过手抄报等形式，集中开展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做新时代遵纪守法好少年”禁毒宣传教育系
列活动。 （本报记者 肖 云 摄）

◁6月14日，商州区义工联合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前往腰市
镇紫峪村看望慰问高龄孤寡老人。 （本报记者 胡 蝶 摄）

△近日，丹凤县科教体局驻庾岭镇石门塬村工作队，向该村困
难群众捐赠200套床上用品、血压计等价值10万元的物品。

（本报记者 肖 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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