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春风暖，鄱阳湖畔绿意盎然。毗邻于此

的南昌高新区鲤鱼洲管理处白鹤小镇的堤坝上，

黛青色的跑道延绵至天际。3 月中旬，这条跑道将

成为南昌高新区环鄱阳湖生态马拉松赛事的精品

线路，5000 多名跑友将在这里悦品白鹤小镇的秀

美风光。

全长约 21 公里的白鹤小镇环鄱阳湖生态跑

道，被列入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之一，是南昌高

新区推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围绕这条精

品观光线路，南昌高新区深入推进农村路域环境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业特色产业提升“两

整治一提升”工作，把闲置老屋改建成游客消费场

所，把果园打造成旅游产业。

红 井 村 是 鲤 鱼 洲 管 理 处 乡 村 振 兴 示 范 点 之

一，精品旅游观光线路穿村而过，也点燃了村民生

态致富的热情。精品旅游观光线路建成后，外出

务工的返乡村民纷纷选择回家创业，借助乡村振

兴的契机，把闲置的老房子改造成古朴的民宿，将

废旧的仓库改造成饭店，迎接四面八方的来客。

白墙青瓦的设计，与这里的美景相融相依。目前，

红井村累计提升改造民宿 36 间。每逢观鸟季，越

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在这里留宿，静听候鸟细语，民

宿经常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木兰饭店是红井村开设的第一家餐馆，其为

游客提供的菜品均是自家种养，地道的乡土味道

吸引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据餐馆老板熊木兰介

绍，这家饭店是由原来闲置的仓库改建而成。如

今，村里的变化越来越大，发展越来越好，来店里

尝鲜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家庭收入较以往增加了

不少。“自从开了这家餐馆后，我家年收入增加了 4

万元左右。”熊木兰脸上写满了幸福。

在鲤鱼洲管理处，产业发展是“两整治一提

升”工作的重点，也是乡村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

随着“两整治一提升”工作的纵深推进，越来越多

的当地村民找到了“致富经”，寻得了“幸福路”。

毗邻精品旅游观光线路的五星垦殖场蔬菜场

390 亩果林内，种满了蜜橘、脐橙、柚子、葡萄等果

树，水果年产约 200 万斤。以往，承包这片果林的

农民大多数以零售方式进行销售，销量不大、销路

也不佳，时常出现滞销情况。

为了搭上乡村振兴这趟“列车”，帮助提升果农

收入，鲤鱼洲管理处与五星垦殖场共同寻找致富之 路。经商讨，决定采用联营模式，由垦殖场从果农

手中收购水果，然后再统一包装、统一品牌、统一价

格、统一销售，把产品推广至南昌市外。不仅如此，

垦殖场还鼓励果农开设农家果园采摘项目。每逢 9

月至 10月水果成熟季，果园内都会迎来大量采摘游

客，这进一步鼓起了果农的“钱袋子”。

陈可信在五星垦殖场承包了 50 亩果园，年产

蜜橘 25 万斤。以往每年丰收季，最让他头疼的就

是销路问题。如今，随着联营模式越来越成熟，销

量 越 做 越 大 ，曾 经 令 陈 可 信 头 疼 的 问 题 迎 刃 而

解。“所有的蜜橘均由垦殖场统一收购，再也不用

担心滞销问题了。安心的同时，我们收入也增加

了不少。”陈可信开心地说。

在鲤鱼洲管理处，类似陈可信这样的幸福故

事还有很多，而且越来越精彩。这条 21 公里长的

精品旅游观光线路，已经成为鲤鱼洲管理处群众

的乡村振兴幸福路。 叶炼青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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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转变，这是南昌市新建区千方百计提高广大群众健康

水平的缩影，更是全区卫生健康事业蓬勃发展的真实

写照。近年来，新建区围绕国家卫生事业相关决策部

署和省市关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下简称项

目）工作要求，坚持补短板、强基层、建高地、促健康，

打造健康共同体，推动项目平稳高效运行，建立起优

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项目成效擘画卫生事业新蓝图，项目实绩托起百

姓健康幸福梦。得益于积极的干预和指导，新建区传

染病发病率连续 7 年控制在国家平均水平以下、婴幼

儿和育龄妇女死亡率连续 6 年为零，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逐步提升，在省市级历次绩效考核中均名列前茅。

强体系 构建立体化保障格局

高质量的医疗健康保障是提升群众幸福感的重

要一环。创一流、惠民生、强质量、优服务、成体系，新

建区多措并举着力提升群众健康幸福感和满意度。

组织保障有高度。该区成立由区长任组长、分管

副区长为副组长、政府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各乡镇

长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将资金配套、宣传报道、监

督指导等职责进行了责任明确，为工作推进提供了强

有力的组织保障。

资金保障有厚度。在区财政资金紧张情况下，新

建区财政优先考虑、优先安排，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

则，在往年基数上按照测算比例，把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资金足额纳入年度财政预算，避免了人口数确

定后再申请资金的情况，为机构开展工作创造了积极

条件。

责任保障有力度。区政府与各乡（镇、街道）签订

责任状，把对项目工作的落实情况纳入对各乡镇的高

质量目标考核指标，从机制上倒逼属地政府落实主体

责任，全面构建起“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各负其责”工

作格局。

强管理 筑牢一体化服务体系

持续加强项目所涵盖的医疗、公共卫生、社会健

康三大服务体系建设，新建区不断激发新的发展活

力，确保项目工作落到实处，为市民提供更专业、更高

水平、更人性化的医疗卫生服务。

建立联席会议制，发挥部门联动作用。新建区卫

健委、公安局、民政局等部门每年固定召开两次专题

会议，联合开展居民健康档案“清查提升”专项行动，

以全员常住人口数据库为基础，通过“公安查、民政

比、卫健核”同步推进，对新出生人口、户籍迁入和迁

出人口、死亡人口健康档案进行摸排、增减。据不完

全 统 计 ，全 区 共 联 系 迁 出 、迁 入 各 类 人 群 健 康 档 案

3000 余份，及时清除死档 300 余份，切实提高了居民健

康档案的合格率、真实率。

建立调度常态制，定期研究解决问题。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组织

召开专题工作调度会议，收集、梳理、汇总、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

上级工作要求，列出当前重点工作、存在问题清单，实施挂图作战，明确问题

销号整改的责任领导、责任单位、责任人和整改时限，按照一件一件做、一样

一样改的要求，坚决做到问题不积压、困难不回避、任务不推卸，避免了事情

没人管、问题没人解的情况。

建立日常监管制，实时监控运行情况。坚持“每日一查看、每日一督促、

每日一提醒”机制，项目办公室安排专人负责，通过公共卫生信息系统查看

服务对象接受服务的情况，对没有体检和随访的对象及时将信息转发至项

目实施机构，督促落实；同时，对系统平台录入的个人基本信息、空缺项等关

键信息进行随机核查、更新和纠偏。据统计，全区累计更新电话号码 2 万多

个，修改错误信息 1 万余条，确保了信息完整齐全、严谨规范可靠、服务内容

真实，实现了由“人防”到“技防”的转变。

强考核 压实规范化激励导向

新建区充分发挥考核棒导向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检查、预警、考核”

三位一体机制，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和创新服务能力，实现“医疗资源下沉，技

术服务提升”的新局面。

坚持“推磨互查、入户核查、电话访查”原则。坚持“双随机”检查模式，

即随机抽查村、随机抽取服务对象，不提前准备样本、不事先安排点位、不随

意变动人员，做到一把尺子量到底，确保考核的公开公平公正。

坚持“红脸出汗、慢做挨打、靠后上台”原则。打破干与不干一个样、干

多干少一个样的局面，对考核排名后三位的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给予

黄牌警告；对排名最后一位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求在系统大会上作出表态

性发言，让不想为、不愿为的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压力。

坚持“以事定费、费随事走、量质支付”原则。将考核结果与资金拨付挂

钩，严格根据项目工作完成的数量、质量和群众满意度计算各单位全年应得

资金，体现了“奖勤罚懒、奖优罚劣，多劳多得、多绩多酬”的资金分配原则，

切实发挥了项目资金的激励导向作用。

强学习 打造全员化育人队伍

新建区拓展学习模式，创新学习方式，注重学习形式多样性，形成比学

赶超、争先进位的浓厚氛围。

领导带头学。将项目实施单位主要负责人对业务学习的情况纳入公共

卫生培训计划，在年度项目培训考核中，要求主要负责人一同参加，并接受

培训考核，树立了领导带头学、大家奋力学的氛围。

围绕重点学。坚持每月集中学习，紧扣上级实施方案和《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开展学习，将学习情况纳入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并

对培训考核排在前三位的个人和单位在年底考核给予加分，提升了学习的

积极性。

医防融合学。定期组织参与项目工作的临床医务人员和项目办公室公

共卫生人员开展集中学习，现场开展讨论和沟通，打破专业壁垒，相互取长

补短，从源头上推动公共卫生与临床融汇互通，更大程度凝聚了“以防促医、

以医带防、医防融合、相辅相成”的合力。

强服务 树立多元化创新理念

新建区树牢“人民至上、服务至上”理念，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和《江西省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

以项目扎实推进民生服务，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制定一张五色卡片。通过“绿色、蓝色、黄色、橙色、红色”五种颜色，将

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病患者进行分层分级分类管理，落实专人负责，根据随

访掌握的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使管理更加精准高效。

建立一项行为准则。从专业技能、言行举止、廉洁自律、着装要求等方

面制订项目服务“九项准则”，让大家知道“要怎么干”“干什么”，有效避免了

服务标准不一、服务不规范的情况。

开通一部暖心电话。为切实解决老百姓在日常健康方面的问题咨询，

各项目单位均开通公共卫生咨询热线电话，并安排责任心强、业务熟的工作

人员接听，全力保障群众的各类健康问题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回应和解决。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2023 年，新建区将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对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以项目为抓手持续深入推进公共卫生工作，着

力构建强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卫生健康综合支撑

体系，努力为高品质民生幸福城市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健康保障。（金武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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