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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杏林飘香”。近年来，瑞
昌市中医医院（以下简称“瑞昌市中医
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以医改为导向，强化医疗服务质量管
理，充分发挥中医特色优势，顺势而为，乘
势而上，加速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的深度
融合，实现了党建与制度改革、人才培养、
学科创新、技术提升、医疗惠民等各项工
作同频共振，综合实力稳步提升，有力促
进了医院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党建工作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
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我们坚
持党建引领全局发展，筑牢发展根基，强化
使命担当，提升综合实力，弘扬中医国粹，
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瑞昌发展助
力。”瑞昌市中医院党委主要负责人说。

党建铸魂
强化使命勇于担当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工作做得扎实
不扎实，首先要看思想认识到位不到位”。

瑞昌市中医院坚持以扎实的党建工
作，有力增强院领导班子和全体医务人员
的思想认识。该院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定期化、经常化、日常化，通过
专题党课、交流研讨、集中学习、个人自学
相结合等模式，以“书记讲党课”“党课开
讲啦”为载体，结合工作实际，党委委员和
支部书记带头学习，带头讨论交流，不断
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强化党建
工作责任制，将党建工作任务分解细化，
每月向各党支部发放党建责任清单，专门
召开作风建设工作会议，层层签订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书，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坚决
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行业不正之风，持续
纠正“四风”，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上向
善，大力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
通过系列扎实有力的举措，不断增强党性
修养，铸牢思想之魂，推动党建工作落地
见效。

瑞昌市中医院秉承为民服务宗旨，从
多方面多角度多措施入手，推动解决就医
难、就医贵等问题。今年3月接到新冠疫苗
接种任务后，该院一边布置接种人员登记
处、注射室、留观区等，一边组织30多位医
务人员培训上岗，并招募20名志愿者维护
秩序。截至6月24日，该院已接种11万人
次，单日接种最高达8781人次。为了缩短
接种群众等待时间，工作人员主动把日工
作时长延长到16小时，院领导现场督促指
导、全程跟进，医务人员主动放弃休息日，
连续3个多月坚守岗位，志愿者在维护秩序
中嗓子都沙哑了。得益于医院统筹安排有
力，全院上下敢担当善担当，该院接种工作
井然有序，安全高效，得到社会各界好评。

以担当带动担当，以作为促进作为。
瑞昌市中医院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切实提升党支部建设水平，加强党员干部
队伍建设。该院深入部署推进了基层党
组织“三化”建设，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增
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去年共召
开党员大会 16次，党课 14次，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 36 次，培养正式党员 4 名、预备党
员 2名、党员发展对象 1名，基本实现所有
科室党员全覆盖，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促进医院发展。通过组织集中观看“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和“时代楷
模”先进事迹，参加九江市道德模范基层
宣讲活动，实现用榜样力量鼓舞人，以典
型事迹激励人。去年，面对疫情严峻考
验，该院广大党员主动请战，率先垂范，值
守点、发热门诊、送医送药、后勤保障等各
个岗位上都有共产党员战斗的身影，党性
得到了充分彰显。

党建强基
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新时代一日千里，新征程时不我待。
瑞昌市中医院一心一意谋发展，一时一刻
不松懈，将党建全面融入医院的各项工
作，不断提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影响力。

学科建设稳步提升。该院各科室长
期与省级三甲医院相应科室保持紧密的
业务协作关系，借助上级医院优质的医疗
资源提升科室医疗技术水平；科室内强化
专业分组，提高专业化水平，为患者提供
更加精准的医疗服务；将妇科和产科合
并，形成合力，努力提升科室的综合能力。

人才培养取得突破。该院把人才作
为核心竞争力，大力支持鼓励人才深造进
修、参与科研任务。去年共选派人员外出
进修学习 90人次，发表医学论文 10篇，其
中国家级 6 篇，省级 3 篇，另有核心期刊 1
篇，实现了该院在核心期刊发表医学论文

“零”的突破；2 项课题已通过省卫健委立
项；开展县区级培训7次，组织医疗组培训
34次，护理组培训 48次，科内培训 816次；
邀请外院专家指导授课 6 次，会诊和手术
92次。通过各类教学科研活动，加速了医
院人才的成长。

医疗设施不断完善。去年该院启动
了总建筑面积 8901 平方米的感染病区
（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建设，以切实提高
医院应急救援水平。启动了综合 ICU 病
区建设，为下一步整合神经内科与神经
外科疾病诊治，加强脑病科建设奠定坚
实的基础。投入 1600 万元更新了 1.5 磁
共振、移动式 C 型 X 线机和腔镜，购置了
医用高压氧舱等医疗设备，进一步丰富临
床诊疗手段。

信息化建设快步迈进。完成了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和健康九江 APP 的数据接
口规划改造，实现了双向转诊、预约挂号、
网上支付、医学信息共享等互联互通，既
方便了群众，又完善了医院信息系统，提
高了医院现代化管理水平。

在行动上见真章，于发展中求实效。瑞
昌市中医院思路清晰，措施扎实，成效显著。

党建聚力
发挥中医国粹特色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传承保护发扬

好传统中医，是各级中医医疗机构的光荣
使命，也是广大群众的热切期待。瑞昌市
中医院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弘
扬文化，传承国粹，持续彰显中医特色和
优势。

强化专科建设。该院依托治未病科
开设了黄湾社区康复医疗室，以传承中
医国粹、弘扬中医文化为宗旨，秉承中医

“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的理念，宣传中医
药知识及技能，采用中药、中医特色技术
治疗常见病、多发病，调理亚健康，疗效
显著，吸引了不少外国友人前来参观学
习，现已成为医院宣传和体验中医药的
重要窗口。

弘扬中医文化。该院组织开展了第
3 个中国医师节暨国家扶贫日义诊活动，
并在“2020 健康瑞昌杯”市直男子篮球赛
事现场设置中医体验区，广泛宣传和弘
扬中医药文化，让广大市民充分了解中
医药，认识中医药，提高全民防病意识和
能力。该院治未病科制作中药香囊的视
频，由瑞昌融媒体中心推荐至学习强国
平台播发，有力提升了中医影响力和医
院知名度。

拓展中医应用。该院继翠衣解暑汤
之后，再次炮制中药茶饮以更好地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治未病科研制的中药驱蚊
香囊、防疫香囊、防感香囊及荷叶开胃茶，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内三科开展“冬
夏并治三联疗法”，对防治慢性咳喘病疗
效显著。试行了中医护理门诊，取得良好
反响，去年共实施37个病种的中医护理方
案，合计病例近 4000 例；开展中医特色护
理项目 23 项，中医护理技术操作 40 余万
次，穴位贴敷、艾灸、耳穴埋豆、中药封包、
中药熏洗、中药硬膏贴敷、涂药法、腕踝针
等在各临床科室都取得了较好疗效。

杏林春已暖，奋斗正当时。奋进新
时代，瑞昌市中医院将永葆为民初心，赓
续中医传承，合心聚力，久久为功，为服
务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尽心竭力。

（刘美玲 柯凌云）

党建引领促发展 凝心聚力扬国粹
——瑞昌市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侧记

夏风起，红实缀青枝，杨梅诱人醉。抬眼望向远处青山，
一片片杨梅林随山势起伏，郁郁葱葱，美不胜收。

正值杨梅采摘季，清晨5时，宜春市袁州区三阳镇彭坊村
创丰生态园内，脱贫户周桂云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在杨梅林里，周桂云在树下伸手采摘着杨梅。“一天能挣
130元，一个月下来能挣不少哩！”点点阳光透过树叶，周桂云
黝黑的脸微微发红，谈起收入，却是一脸乐呵，擦把汗，他继续
忙活着。

闲谈间，脚步不停，杨梅树树体大、枝干多，果实一颗连着
一颗，干活的乡亲们手起手落间，一颗颗紫红色的杨梅装满了
篮筐。

“来，你尝尝。”
彭坊村创丰农业生态园负责人柳绍平从篮筐里挑出一颗

硕大的杨梅递过来，杨梅油亮饱满，果肉颗粒分明，递嘴里，口
感酸酸甜甜。

柳绍平坦言，早些年，乡亲们在地里种的多是辣椒、红
薯，种的都挖不出“金果果”，大多数村民纷纷外出打工，地
也荒废着。

穷则思变——如何发展农业产业，把大山的资源用活？
前些年，柳绍平邀请宜春市农科所专家实地调研后，种下

220亩中秋酥脆枣、50余亩梨树、260余亩长叶香脐橙、70亩杨
梅，昔日的荒山都披上绿衣。

如何让果子为乡村振兴插上翅膀？扩大种植面积，打造
精品农业，这是柳绍平给出的答案。

随后，柳绍平不断引进高端水果品种，在彭坊村、天井村
积极拓宽水果种植，漫山种上了“致富果”，并吸引当地部分老
百姓就近在地里务工。周桂云就是借助这个契机，找到了家
门口的工作。像周桂云这样的务工村民还不少。“常年在农业
园里打工的有30多人，其中有7户脱贫户，可带动他们在家门
口增收致富。”柳绍平如是说，“再过3个月，脆枣入丰产期，每
亩产量可达3000斤左右，该品种品质出众，不愁销路。”

这只是三阳镇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接下来，三阳镇将
围绕“农业+”继续吸引更多致富带头人、乡村能人发展乡村
产业，从农业+民俗、农业+文旅、农业+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着
手，迈向新的发展阶段，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袁荣桧）

三阳镇:“致富果”甜了农民的心

走进南昌县武阳镇朱坊村，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洁的柏
油马路，栩栩如生的墙壁粉刷画，路边的停车场秩序井然，公
厕再也没有呛人的气味。整个村子的功能更加完善，环境越
来越好，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乡村提质升级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可以增进民生福
祉。乡村提质升级该怎么提、怎么改，朱坊村给出了答案。

朱坊村有着这样一句话：凡大事小事，到“三有”（有事多
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议事协商室议事。近期，在朱
坊村的“三有”议事协商室，大家围坐在一起，就乡村提质升级
进行商议。并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一是向上级政府部门申请
资金。二是决定修建一批惠民基础工程，包括修建颐养之家、
村民活动中心、文明楼等。三是镇领导班子负责对此次工程
的监督。许多村民称“三有”议事协商室不仅把许多问题公开
透明了，而且大家经常围坐在一起讨论，增进了民主团结，也
提高了办事效率。

武阳镇“三有”议事协商机制的建立，打通了基层治理
的“最后一公里”，大家踊跃建言献策，村民的获得感、满意
度不断提高。 （黄 磊）

武阳镇：“三有”议事协商 助力乡村提质升级“仙乐果园在美丽的仙女湖畔，这里依
山傍水，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这里的杨梅
颗粒大、味道甜，在这里采摘杨梅，好吃又好
玩。”市民姚女士一手提着她的“战利
品”——两筐紫红的杨梅，一手抹着额头的
汗水，乐在其中。据仙乐果园老板袁细生介
绍，他的这片果园有160多亩，目前一颗大
果能卖到2元，其他的每斤20元。果园附近
长龙似的车辆和络绎不绝入园的市民，见证
着果园杨梅生态采摘的火热。这是新余市
仙女湖区农业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
兴，弥补原有农业产业“小、散、同、弱”的发展

缺陷，仙女湖区积极调整产业发展思路和布
局，培优农业产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选准主导产业，按照经济效益好、技
术含量高、发展空间大、市场前景广、增收
效果佳、适合本地发展标准，精选出主导
产业。结合仙女湖区的旅游特点，在环仙
女湖景区发展时令鲜果和温室蔬果等农
旅休闲采摘产业，建设了一批温室湿帘香
菇采摘、果冻橙种植、瓜蒌种植、工厂化养
鱼等基地。通过加工企业带领，采取“统
一提供种苗、统一种植技术指导、统一农
资供应、统一包购包销服务，分户分基地
种植”的模式，引进红薯淀粉加工厂，建设

果蔬脆片企业，延伸农业产业链，增加农
业产业附加值。目前，全区共发展农业产
业63个，成立农业合作社52个。

培育致富“头雁”。该区按照“有思
路、有实力、有技术、有管理、有市场、有情
怀”的标准选定致富带头人，把选优产业与
选准选好带头人结合起来，以优质高效产
业吸引致富带头人，采取“以业选人”，即以
龙头企业带动，结合乡镇村因地制宜，确定
适合本地发展的产业，再从商会或本地能
人中确定致富带头人。目前，该区11个农
业产业基地和2个加工企业的带头人都是
从现有的致富带头人和商会中挑选出来

的，可充分发挥其“头雁”效应。
提供资金保障。2020年，全区投入农

业产业扶助资金 1200 多万元；今年，投入
乡村振兴资金和项目资金近2000万元，一
部分用于对企业、合作社增收效益好的进
行一定奖励，大部分资金用于产业设施建
设。通过这种方式，保证了资产的保值
性，既获得了稳定的收益，又解决了致富
带头人的资金投入压力，带动了所在村的
弱劳动力就地就业。同时，通过组织开展
杨梅节、荷花节、蓝莓节、葡萄节、丰收节
等大型农产品展销活动，推介各种特色农
产品，带动乡村旅游。 （皮志宇）

仙女湖区：培优农业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乐平讯 （记者王景萍 通讯员朱
德文）近年来，乐平市在创新实践中建强
队伍选贤任能、发展经济蓄势聚能、出台
机制激发潜能，夯实了乡村振兴人才基
础，提升了乡村振兴成色质量，推动了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为乡村振兴插上了腾飞
的翅膀。

着眼乡村振兴，在今年村（社区）两委
换届工作中，乐平市着力选优配强村两委
班子。截至 3 月底，该市 336 个村（社区）
全面完成换届选举工作，选举产生两委干

部 1797 人，其中 35 岁以下且具有大专以
上学历的有 400 人；在新一届村级党组织
书记中，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提升至
57.4%，致富能手占比提升至 80.2%，平均
年龄下降 2.2 岁，实现了“两升一降”的目
标。换届后，该市还大力实施“新时代赣
鄱乡村好青年”选培工作，建立完善村级
后备人才库，分级分类轮训1054名村级后
备力量。通过建强队伍选贤任能，为接续
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和
人才支撑。

乐平市着力发展绿色产业等助推乡
村振兴。立足市场化运营定位，通过财政
资金配股分红、村级资产资源入股分红、
合作开发项目分红等方式，带动村级集体
经济稳定增长，确保村级集体资产不流
失、农民权益不受损。目前，全市共发展
385 个乡村帮扶产业，所有行政村经营性
年收入均超过 5 万元，农民家庭人均收入
节节攀升。随着油茶、马家柚等一大批生
长期较长的作物逐步进入丰收期，成色质
量高的绿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更

加凸显。
乐平市出台村干部奖励与村级集体

经济效益挂钩的实施办法，对为推动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村干部给
予奖励,激发了村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
业的热情。十里岗镇白塔村党支部一班
人带领村民发展白莲、茅蔗等产业，为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此村
党支部书记董兆贵拿到了上级给予的
7500 元奖金，其他村干部也拿到 3000 元
奖金。

干部有活力 产业成色足

乐平选贤任能助力乡村振兴

名茶托起乡村振兴梦
叶兴桂 刘祖刚

夏至时节，正是茶叶采摘的好时节。曾在2019年第四届
“狗牯脑杯”全国绿茶手工制作大赛上荣膺“茶王奖”的薛群
英，正忙着采茶制茶。她承包了遂川县戴家埔乡淋洋村 500
多亩野生茶，一家人以茶叶为主导产业，年收入上百万元。

在遂川县，依托茶叶产业走上致富道路的远不止薛群英
一个。据了解，全县有近 10万人从事茶业相关行业，茶叶年
产量9020吨，产值达22.5亿元，茶企60余家、专业合作社140
余家，品牌价值达到25.37亿元。

汤湖镇是遂川狗牯脑茶原产地和核心产区。截至 2020
年，茶园面积达到 5.6万亩，茶叶产值超 4亿元。村民陈观明
参加茶叶制作培训后，创办了专业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基
地”模式带动产业发展。在遂川，全县有 4000多户通过发展
茶产业，实现增收致富。千年狗牯脑茶成了致富的金叶子，乡
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整治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本报南昌讯（记者蔡颖辉 通讯员刘向华）“以前

我们村的环境乱七八糟，垃圾随处扔，出门就添堵，改
造后变清爽了，大家的心情也变好了。”近日，在南昌
县三江镇南街村，说起村里的变化，村民蔡厚阳忍不
住连连称赞。

南街村临近三江集镇，紧靠京九、向莆铁路，人员流
动大，违章搭建多，长久以来积存的环境卫生乱象尤为
突出。当地政府围绕“四线”（铁路沿线、高速公路沿线、
国道沿线、省道沿线）常态长效整治，强力拆违清障，对
铁路、省道沿线环境进行集中整治，实现了“四线”沿线
环境面貌大提升、大变样。截至目前，共拆除违章建筑
3000多平方米，清理乱堆乱放300余处，拆除杂乱指示
物废旧广告牌20多块，清理垃圾杂物30余吨。

主题宣传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本报讯（记者钟端浪）6月23日，由省委宣传部、省

卫生健康委、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2021年江西省“健
康中国行 律动赣鄱地”主题宣传暨健康科普“六进”活
动启动仪式在南昌市新建区举行。活动旨在倡导健康
文明生活方式，进一步推动健康江西行动，大力开展健
康知识普及行动，巩固提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果，传
播普及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引导全社会树立正
确的健康观念，不断提升全民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据了解，我省健康教育工作人员将以健康科普讲
座、科普展板、健康咨询等形式开展健康科普进机关、
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进家庭“六进”活动，引
导公众主动学习疫情防控知识，倡导合理膳食等。

井冈山青少年运动礼赞百年公益活动举行
本报井冈山讯（记者李芳）6月19日，由井冈山团市委与

上海得物 APP 公司共同发起的“井冈山青少年运动礼赞百
年”公益活动举行。该公司向井冈山市新城镇中心小学捐赠
了爱心篮球场、运动器材和教学用电脑等。

从5月起，得物APP公司在井冈山举办了系列公益活动，
涵盖教育服务供给、就业帮扶、产业发展等，“井冈山青少年
运动礼赞百年”公益活动是该系列活动之一。截至目前，活
动已在武警某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召开专场招聘会，帮助
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在得物 APP 上开设井冈
山红色文创产品专区，助力井冈山红色文创产业发展，传播
红色文化。

近日，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镇为50名党龄50年以上的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
年”纪念章，同时组织一批老党员走进基层社区开展讲党史、颂党恩系列活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光荣在党50年

上栗推进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
本报上栗讯 （通讯员黎志文）近日，湘赣边区域合作示

范区建设推进大会在湖南醴陵召开。上栗县作为推动湘赣
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的先行者、示范者、受益者，近年来抢
抓历史机遇，在产业合作与空间承接上做文章，全力推进湘
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

该县全力打造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技术成果
转化区和产业协作配套区。2016年以来，上栗县党政代表团
先后13次赴长株潭地区考察对接，推动39项区域合作事项落
实落地。在毗邻湖南浏阳的花炮聚集区，建起总规划面积30
平方公里的赣湘合作产业园，吸引佳禾智能、宇柏林等 37家
湘企落户园区，为上栗转型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同时，该县精准对接长株潭地区的产业群，积极引导鑫
通机械、高恒新材料等本土企业，与三一重工、蓝思科技等大
型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全力参与长株潭产业链分工。积极打
造上栗厚重的红色文化旅游品牌，与长株潭联合，把赣湘边
红色景区串成优质旅游线路，确保旅游收入和游客接待人数
年增幅在3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