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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驻村干部上门讲解

帮扶政策，我还不知道要如何快速

报 销 医 疗 费 ，减 轻 家 里 的 经 济 负

担。”10 月 9 日，永新县高溪乡下雨村

村民肖新桂感激地说。

前不久，作为家中顶梁柱的肖

新桂突发脑卒中住院，导致家庭收

入骤减。正当家人为医疗费用发愁

时 ，驻 村 干 部 按 照 7 天 快 速 认 定 程

序，将其识别为突发严重困难户，针

对性地落实了低保、防贫保险、公益

性岗位、“雨露计划”等帮扶措施，切

实防止了因病返贫致贫。

永新县完善落实防止返贫监测

和帮扶工作机制，全面推行 7 天完成

监测对象快速认定，第一时间落实

帮扶措施，有效降低患病家庭的医

疗支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

想要从源头上防止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就要以预防为主，加快推

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

中心”的转变。

“全县 238个行政村，其中 197个

已建立标准化村卫生室，其他 41 个

或是卫生院、分院所在地，或因人口

少与邻村联合设置。”永新县卫健委

党工委书记、主任肖慧祥介绍，针对

农村普遍存在的医疗设施不足、医

疗人才短缺、群众健康意识薄弱等

问题，该县通过推行村卫生室分类管理，重新调整并合理配

置卫生资源，改善村级卫生健康服务基础设施条件，不断提

高人才队伍素质和服务能力，加强健康教育和预防工作，满

足村民基本医疗卫生健康服务需求。

里田镇汤溪村赣商爱心卫生计生服务室内，87 岁的周

汝英又来做常规检查。只见卫生室内多功能健康一体机、

血糖分析仪等设备一应俱全，村医李伏先引导周汝英在多

功能健康一体机上测量血压。“以前看病检查都是儿女带我

去县医院，现在走几步就到了村卫生室，健康状况可随时监

测。”周汝英笑着说。

除了设施设备的配置，更重要的是医疗人才和技术的

下沉。

沙市镇龙楠村村医李卫华参加培训后，开启了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工作模式，入户为村民把脉问诊，进行中医健康

养生指导。“肖姨，你的手臂是因为天气转凉受寒引起的酸

痛，等会我给你艾灸一下。”村民肖页凤这两天感觉胳膊不

太舒服，便来找李卫华看看。

李卫华告诉记者，县里会定期举办中医培训，只要有时

间他都会去参加。他运用推拿、拔罐、刮痧、艾灸等中医疗

法，减轻患者的病痛；平时宣传中医治未病理念，指导村民

增强体质、正确养生。

永新县将中医药服务和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聚焦基层

中医药人才培养、服务能力提升、适宜技术推广等，积极开

展健康教育和预防工作，培养和提升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行

为习惯，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中医药特色诊疗服务。

“我们始终将健康帮扶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筑牢医

疗保障防线，抓实防返贫监测工作，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让村民懂健康、有保障。”县乡村振兴局负责人龙欣星说。

又是一个适合起飞的好天气。10 月

12 日，江西洪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试飞站外勤机械工叶钟盛照例远远

地站在起飞线外，目送飞机缓缓滑向跑

道、冲向蓝天。

“要等试飞员平安返回，我们的工作

才算圆满完成。”叶钟盛笑着说，“外勤机

械工的任务就是为飞机和试飞员保驾护

航，确保每一次起落安全。”

今年 27 岁的叶钟盛曾在 4 年前的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摘得飞机维修项目

银牌，打破了我国在该项目上奖牌零的突

破。这枚珍贵奖牌的背后，是我国这些年

在飞机制造上的强势崛起。

“起初是抱着学习的念头去参加比

赛，但止步于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

选拔赛后，觉得不甘心，想再尝试一次。”

回想起当年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经历，

叶钟盛感叹，“那段时间确实很辛苦，最

基础的操作也要进行反复枯燥的训练，

把它练到如条件反射一般应对，才能做

到最好，达到最优。”

备战期间，叶钟盛每天都要训练到晚

上 10时以后，“练得最猛的时候，一天铆钉

打下来手都发抖。”功夫不负用心人，叶钟

盛最擅长的就是飞机结构修理中的钣金与

铆接，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他是所有

参赛选手中唯一完成这个模块的选手。

“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能参加世界性

的比赛，还能够为国争光。”叶钟盛坦言，

当年学习飞机制造技术只是因为高考失

利后想学一门谋生手艺。“这个时代充满

了成长机遇，只要肯努力，每个人都能实

现人生价值。”

不同于大部分参赛选手留校任教或

成为教练，赛后的叶钟盛回到公司，继续

从事外勤机械工的工作，在一线岗位上发

光发热。他也将比赛锻炼出来的技术技

能、平稳心态、学习能力带到了工作岗位。

“试飞，是飞机出厂前的最后一关，

是 保 证 飞 机 以 完 美 状 态 交 付 的 关 键 环

节。”叶钟盛介绍，“飞机总装完毕后我们

要在试飞站进行一系列检查调试，如检

测燃料是否到位、操控系统是否正常运

行、起落架收放是否顺畅等，最后进行发

动机试车、观察参数数据，确保一切没问

题后才能由飞行员试飞。”

虽然没有真正驾驶过飞机，但座舱

里的每一个仪器、每一个零件叶钟盛都

抚摸了无数遍，每一个操作键他都了然

于胸，“试飞安全无小事”是他始终刻在

心里的话。

机务工作十分不易，许多调试工作

需要在室外进行。冬天寒风刺骨，夏天

骄阳似火。多年来，叶钟盛始终以高标

准完成每一项工作。哪里困难最多、任

务最重，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在他看来，

飞机一次次顺利起飞、安全降落，就是他

最大的成就。

随着飞机机型的研发更新，试飞站

岗位的技术也要跟上。因此，叶钟盛不

仅要不断提升理论和实操水平，还承担

了新晋员工的指导、培训工作。“一线员

工中，很多人都希望成长为技能人才，我

要做的就是更好地发挥‘传帮带’作用，

培养更多技术过硬的能手。”

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技能人才如叶

钟盛一般，每日以精湛的技术、一丝不苟

的态度为飞行员保驾护航。

专项监督守护民生福祉
本报九江讯 （全媒体记者付强 通讯员何晓芳）“这个

临时救助金你们是怎样审核、评定、公示、发放的？申请需

要哪些材料？群众怎样了解相关信息？”这是九江市浔阳区

纪委监委开展城市困难群体扶助解困政策专项监督的一个

场景。

为持续推进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切实解决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浔阳区纪委监委立足实际，因地制宜，

紧盯城市困难群体扶助解困政策落实情况，聚焦“两癌”救

助、司法救助、高龄补贴、临时救助、残疾补助等 11 项民生

政策开展专项监督，重点整治审核不严、弄虚作假、优亲厚

友等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

专项监督开展以来，浔阳区纪委监委结合相关单位工

作职能，梳理出涉及 21 家单位共 52 条帮扶困难家庭与老弱

病残群体的政策清单，成立 3 个“室组地”联动督查组，采取

实地看、随机问、重点谈等方式下沉一线开展监督检查，先

后通过大数据核查低保信息 1873 人次，实地查看资料 306
份，电话抽查 58 人次，推动更新调减低保户 3 人，停发补助

23人，追缴违规发放燃油补贴 28人次。

村里可“刷脸”即时结算
江西医保公共服务实现从“进城办”到“村里办”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洪怀峰）不用带医保卡，也不用跑

腿到县城，在乡村卫生所（室）“刷脸”就可以完成医保即时

结算。10 月 11 日，石城县横江镇参保群众朱义根在家门口

的卫生所，通过“刷脸”完成了一次医保购药即时结算。

朱义根享受到高效、便捷的医保服务，得益于我省积极

推 进 智 慧 医 保 建 设 ，医 保 业 务 实 现 从“ 进 城 办 ”到“ 村 里

办”。据悉，我省聚焦农村参保群众看病难、报销难、看病

繁，需要进城报销和准备大量材料等痛点，持续推进民生实

事工程——江西省智慧医保“村村通”。该工程为全省 1.8
万余家村卫生所（室）配备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端，具有城

乡居民参保情况查询、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管理、住院费

用报销等 16 项医保高频次服务功能，可满足群众“家门口”

看病就医直接刷卡报销的需求。截至 10 月 11 日，全省 1.78
万余家村卫生所（室）通过江西省智慧医保“村村通”平台发

生 712万笔医保结算业务，涉及医疗费用 4.18亿元。

通过信息化建设赋能，参保群众在村卫生所（室）可使

用刷社保卡、扫医保电子凭证、人脸识别中任一种方式办理

医保即时结算。特别是通过人脸识别技术，不仅可解决参

保群众看病就医没带社保卡及老年人不会用智能手机、无

法展示医保电子凭证的问题，还可以加强医保基金监管。

“一人一名一脸”模式有效防止了“假病人”，牢牢守住了老

百姓的“救命钱”“看病钱”。

省医疗保障局将充分发挥全省统一对接国家的医疗保

障信息平台作用，加快医保经办数字化转型，畅通线上服务

渠道，推动更多医保公共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让数

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近日，笔者走进铜鼓县三都镇西向村

村民陈春生家的庭院，屋前梨树上拳头大

小的秋月梨压弯了枝头。一旁的池塘内，

鱼儿自在漫游着。后院上百只家禽在围栏

内抢食，啼鸣声不绝于耳。“小庭院也能发

挥致富大作用。”陈春生介绍，他家利用庭

院和路边空地种植的梨，今年预计产量可

达 3万公斤，可创产值 30万元。

三都镇立足新发展理念，引导农民整

合房前屋后的空余土地、空闲资源，因地制

宜打造小果园、小菜园、小养殖园等庭院种

养产业，把农家庭院的方寸地建设成为增

收致富的聚宝盆。

一个发展思路
让闲置资源活起来

三都镇有 28 万余亩山林，但农田仅有

1.4万亩，是典型的山区乡镇。过去，村民世

代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如何让沉睡的资

源活起来，是当地政府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不沿边，不靠海，交通闭塞，技术落后，

但这里山林多，且富含硒元素。”三都镇党委

书记杨威介绍，经过调查研究，三都镇决定

引导村民盘活闲置资源，向土地要效益。

三都镇有种植梨树的历史。20世纪 80
年代，西向村村民吴长高承包了村集体撂荒

的梨园，精心打理后，每年收益近 6000 元。

见此，近 50户村民纷纷效仿，在房前屋后种

上梨树。得益于这里独特的土壤、气候条

件，西向村产的梨个大脆甜，很受市场欢迎。

“在村民的庭院里种植梨树不占用耕

地，不但盘活了闲置资源，还能助农增收，

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杨威说。三都镇对从

事梨产业的种植户给予奖补和技术扶持，

并整合资金建成 2000 吨的冻库，指导西向

富硒梨品牌创建和认证。

一个增收渠道
让村民口袋鼓起来

近期，西向村脱贫户汪章洪有点忙，

每天除了耕作稻田，去山上放羊，还在驻

村干部的建议下，把屋前闲置的池塘利用

起来，养了 100 多只鸭子。“这些鸭子长到

1 公斤多就能卖 60 元一只，每天还有鸭蛋

可卖，预计一年能有 2 万多元收入。”汪章

洪笑着说，“这些土货不愁卖，在城里可走

俏了。”

土货的走俏，源于好品质，也得益于

电商销售的助力。在西向村，驻村工作队

与村两委把电商直播间搬到村民的庭院

里，帮助 100 多户村民销售土蜂蜜、大米、

板栗等农产品。“2022 年以来，累计为村民

直播带货 58 万余元。”江西旅游商贸职业

学院派驻西向村第一书记杨建说。

在 三 都 镇 ，小 小 的 庭 院 成 为 村 民 增

收致富的大舞台：有的发展蔬果工厂、手

工作坊、非遗文创工坊等庭院加工产业，

增加产品附加值；有的发展特色民宿、休

闲农庄、采摘体验等庭院旅游产业，吸引

游客纷至沓来；有的发展电商售卖点、直

播带货点、快递代办点等家庭服务产业，

让土货走出大山……庭院经济改变了传

统农业发展模式，延伸了农业产业链，促

进 了 灵 活 就 业 ，成 为 群 众 增 收 致 富 的 新

渠道。

一道新风景
让村容村貌美起来

“院前的泥巴路变水泥路，房前屋后还

种上了花草，日子越过越美。”西向村村民

李小菊家门口挂着“最美庭院”牌子，花圃

内的玫瑰花开得正艳。李小菊和母亲一边

侍弄花草一边乐呵呵地说：“游客很喜欢拍

我家院子，能被大家认可，我很高兴。”

近年来，随着庭院经济和乡村旅游的

蓬勃发展，村民口袋富了，美化庭院的意

识也逐渐增强。如今，走在三都镇的乡间

小道上，宛如走进一片美丽花园。绽放的

马鞭草与黄墙红瓦的民房相映成趣，成群

的蜻蜓在夕阳下翩翩起舞，路上不时可以

遇见干净整洁、美丽精致、独具特色的美

丽庭院。

“2022年以来，三都镇围绕环境卫生清

洁美、摆放有序整齐美、栽花植树绿化美、

院落设计协调美、和谐共建家风美等方面

评选‘最美庭院’，通过示范带动，引导村民

共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杨威介绍，“通过

美丽庭院的建设，一些村民还发展出特色

民宿、特色农家乐等业态，实现由‘美丽庭

院’向‘美丽经济’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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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院方寸地 致富聚宝盆
——铜鼓县三都镇做好庭院经济大文章

易永艳

老年食堂的
“爱心大厨”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在樟树市吴城乡东塘村，说起陈

水 生 ，村 民 都 夸 他 是 一 个 乐 善 好 施 、

无 私 奉 献 的 人 。 今 年 78 岁 的 他 ，每

天 5 时 起 床 ，简 单 洗 漱 之 后 ，就 直 奔

村 里 的 老 年 食 堂 ，为 全 村 15 名 老 人

义务做饭。

为了让老人们吃得健康、吃得舒

服，陈水生每天换着花样做饭。10 月

9 日，陈水生早上煮油面熬稀饭、炸油

条 磨 豆 浆 ；中 午 做 豆 干 烧 肉 、丝 瓜 蛋

汤；晚上做芹菜炒牛肉、韭菜炒鸡蛋。

“每天菜品不重样，按时能吃到可口的

饭菜，既暖胃更暖心。”独居老人付八

斤说，陈水生一个人撑起了这个食堂，

解决了老人吃饭难题。针对行动不便

的陈慧文等高龄老人，陈水生风雨无

阻上门送餐，全村人看在眼里，记在心

里 。 记 者 问 陈 水 生 图 啥 ，他 笑 着 说 ：

“我爱做事，停不下来。”

陈水生的爱心善举，带动了越来

越 多 人 。 有 的 村 民 一 大 早 从 菜 地 摘

好 菜 ，送 到 老 年 食 堂 转 身 就 离 开 了 ，

有的村民到了饭点就来帮厨，有的爱

心 人 士 送 来 肉 、油 、面 …… 考 虑 到 陈

水生忙里忙外很辛苦，村民陈香如主

动 承 担 起 送 餐 任 务 。 在 外 打 拼 的 乡

贤 和 后 生 们 则 达 成 一 致 意 见 —— 除

了政府部门的补贴之外，老年食堂的

额 外 开 销 由 他 们 来 兜 底 保 障 。 一 份

份爱心汇聚成一股股暖流，直抵东塘

村的每一个角落。

叶钟盛：为飞行安全保驾护航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 实习生 周 源

工
作
中
的
叶
钟
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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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1 日，在南

昌市新建区，由国网

江 西 省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建 设 分 公 司 建 设

管 理 的 武 汉 至 南 昌

1000 千 伏 特 高 压 工

程赣 4 标段正在施工

作 业 。 该 工 程 是 江

西 的 第 三 个 特 高 压

工 程 ，建 成 投 运 后 ，

华 中 地 区 将 形 成

1000 千 伏 特 高 压

“日”字形交流环网，

江 西 接 受 区 外 电 力

的 能 力 将 大 大 提

升。 王蕴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