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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市卫健委广泛征求群众看病就医急
难愁盼问题——
优化门诊看病流程 降低住院治疗费用

11 月 6 日 16 时 10 分，曹女士带着女儿来到景德镇

市第一人民医院看病。从走进门诊大厅到拿药出门，整

个过程不过十几分钟。“女儿眼睛不舒服，我在手机上预

约了今天下午的眼科专家号，一到医院就看上了病。然

后手机缴费，下楼拿药，全程没有排队等待，特别方便。”

曹女士点赞道。

看病难、看病慢，是多年来群众在门诊就医过程中

的烦心事。“以前看病，必须先请好假，早早就要来排

队。”曹女士说。

群众的痛点就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景德镇市卫健委开门纳谏，问需于民，直面问

题。通过组织召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群众看

病就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梳理出相关问题清单 30条。

“问题主要集中在等待时间长、医疗费用高、过度诊

疗等方面。为此，我们建立整改台账，成立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责任人、责任单位、整改时限，力求让群众就医

更方便、更舒心。”景德镇市卫健委副主任方昌杰说。

11 月 7 日 7 时 30 分，记者走进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

院门诊大厅，只见患者在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引导下有

序挂号、缴费，现场秩序井然。

提前半个小时上班，是今年景德镇市第一人民

医院为提高诊疗效率，优化门诊就诊流程，缓

解就诊高峰压力而做的调整。此外，该

院还在节假日开放所有一级学科

门诊，安排收费科室延时下

班，尽可能保证患者安

心就医。

该院纪委书记王晖介绍，在诊疗流程上，医院采用

检查结果互认制度，对三甲医院所出具的检查结果，在

病情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再重复检查。影像检查、超

声检查、化验检查等实行 24 小时服务制度，医技科医生

通过排班做到人歇机不停，基本保证普通 CT 检查当天

开单当天完成，普通 X 线检查 1 小时内出报告，有效缩

短患者等待时间。

门诊看病时间得到缩减，住院治疗费用又如何降

低？

11 月 7 日上午，听到第二天就可以出院，景德镇市

第二人民医院内科住院大楼的患者江卫红（化名）十分

高兴。住院时间不到一周病情就得到有效控制，他点击

病床前的电脑屏幕，看到此次治疗费用 6000 多元，心里

感到欣慰。

江卫红患有慢肺阻疾病，病情容易反复，需经常住

院。去年的一次治疗，他清楚地记得在景德镇市第二人

民医院呼吸内科住院 15天，总费用超过 1万元。

同一所医院，为何治疗时间和费用有了明显缩减？

答案就在于景德镇市全面推行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景德镇市卫健委加大改革推行力

度，将这项工作作为民生和民心工程重点推进，全力解

决群众看病贵难题。

“以前医保支付方式是按照诊疗项目来，同一个病

种在不同医生的手下可能存在诊疗方式不同、费用不

一、时间不等的情况。如今，我们推行支付方式改革，医

院全部按照病种进行医保结算。这项改革可以从根本

上杜绝过度诊疗，倒逼医疗机构管理水平更加科学化、

精细化，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景德镇市第二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张将告诉记者。

张将给记者进行了详细阐述：经过改革，该院患者

的住院次均费用由 10326 元降至 8492 元，住院天数由

8.6天缩短至 7.14天。其中，椎间盘手术费用由 31500 元

降至 22590 元，住院天数由 13.9 天缩短至 9 天；白内障手

术费用由 6700 元降至 5100 元，住院天数由 4.8 天缩短至

3天……

“医院诊疗流程更加规范，切实增强了就医群众的

获得感。”方昌杰表示，结合主题教育要求，景德镇市卫

健委还印发了《景德镇市落实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

体验主题活动工作实施方案（2023-2025 年）》，坚持人

民至上，重点解决人民群众看病就医中的堵点、难点，有

针对性地确定年度改善医疗服务主题和重点工作，力争

用三年时间，整体提升全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舒适

化、智慧化、整合化水平。

景德镇“景漂”流动党员党委充分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
服务人才工作生活 助力“景漂”更好成长

“景漂”是指远离家乡来到景德镇，追寻心中陶瓷艺

术梦想的一群人。多年来，“景漂”党员群体存在流动性

强、管理难、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难等问题。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景德镇市委组织部积极发挥“景漂”流动党

员党委作用，陶源谷、陶艺街、陶溪川等三个党支部一同

发力，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景漂”群体提供

就业创业和工作生活的全面帮助。

陶艺街是景德镇市一条有名的商业街，全长 1500
多米。11 月 8 日，记者走在陶艺街上，发现一家名为“富

山里艺术空间”的店面门口挂着鲜红的“共产党员经营

户”招牌，格外显眼。

“我的店面位于陶艺街的后半段，这里陶瓷店面分

布相对零散，以前游客走到这里进店意愿不高。”代绍桂

是安徽人，来景德镇创业已有 20 多年。她告诉记者，最

近店里挂上“共产党员经营户”牌后，游客更愿意进店

了。“这块牌子代表了一份信任，为我们创造了更好的市

场环境和营商条件。”代绍桂说。

今年，经上级党组织批准，珠山区“小个专”陶艺街

党支部在新厂街道陶艺社区成立。党支部书记周佳介

绍，与一般意义上的党支部不同，“小个专”陶艺街党支

部是一个功能性的党支部，主要服务于小微文创企业、

陶瓷个体商户、艺术家工作室等“小个专”

商户。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小个专”陶艺街党支部成员进

店入户了解“景漂”商户困难，收集意见和建议，着力解

决大家的急难愁盼问题。“这些车位和垃圾桶，都是我们

根据商户的建议，与相关部门协调后增设的。”在陶艺

街，周佳边走边介绍。

“平时党支部组织的三会一课、主题党日、志愿活动

等，我都会参加，与党组织的联系更紧密了。如今在这

里经营，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有家、有依靠’的感受。”代

绍桂说。

“景漂”流动党员党委书记章晨告诉记者，目前该党

委共有 60 多人，主要是在景德镇就业创业的“景漂”。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我们通过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微+学习论坛’‘景漂青年说’等学习方式，带领‘景漂’

流动党员开展‘线上+线下’‘自学+集中’学习。同时，

积极走访‘景漂’人才，收集并整理出了 20多个问题。”

通过归纳总结，章晨发现大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技艺技能需求、人才评定、荣誉申报等，以及生活中遇

到的各种困难。针对问题需求，“景漂”流动党员党委

同 步 实 施 安 家 和 成 才 计 划 ，为“ 景 漂 ”提 供 校 地 企 合

作、师徒技艺传承、创业帮扶、建立自由职业工艺美术

师社区服务站等多项服务，并积极对接相关部门解决

“景漂”生活难题。

今年 7 月，一名“景漂”青年向“景漂”流动党员党委

反映孩子入学遇到难题。“他的孩子正值小升初阶段，希

望能去好一点的学校就读，但是房子没在学区范围内。”

章晨回忆道，得知情况后，他多方面查询相关人才政策，

很快找到了一条操作性强的道路。

“根据景德镇市‘3+1+X’高层次人才政策，只要他

被认定为‘D 类’人才，就可以在子女入学方面得到支

持。当时景德镇市陶瓷技能大赛即将举行，在我们的推

荐下，他报名后积极准备，最终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让

孩子获得择校权。”章晨说。

景德镇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在前期流动党员组织关系排查“回头看”基础上，

全市进一步开展“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活动，引导

“景漂”流动党员明确一个党支部参加主题教育。党委

本着“不漏一人”的原则，认真开展双向查找，明确党员

参学地点，确保党员“流动不流失”。各党组织在提供人

才评定等政策类咨询的同时，还为“景漂”提供参加技能

提升研修班、文艺骨干培训班等学习机会，不断提升他

们的政治素养和学习能力，助力“景漂”更好成长。

珠山区旧房改造盘活社区空间、提升公共
服务——
改善小区居住条件 满足居民生活所需

11 月 7 日下午，走进正在改造的新村街道西路社

区，脱皮外墙旧貌换新颜、楼间的废弃地变成小花园。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内涝积水、电线杂乱无章。

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西路社区因为地势低洼，积

水内涝一直困扰着小区居民。记者来到 56 栋一楼的居

民袁积健家里，崭新的木地板引起了记者注意。

“以前每逢大雨我就整夜睡不安稳，生怕雨水涨进

家门。”袁积健告诉记者，这些年因为积水问题，家里的

地板换了 3 次。直到今年完成排涝整改后，地板才安然

无恙。

老旧小区改造是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重大民生工

程和发展工程。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珠山区针对城市老

旧小区进行全面改造，并以条件相对落后的新村街道洪

家山社区、西路社区和北路社区为试点。其中，西路片

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投资 4700 万元，涉及 39 栋居民

楼，直接惠及 900余户居民。

改造过程中，西路片区还通过建好“微

网 格 ”、推 动“ 微 更 新 ”、实 施“ 微 民

生”三个“微”的工作办法，打

造以老单位、老学校、老

宿舍、老工厂、老

店铺、老场

景、老地名等“七老”为主题的记忆花园，让历史文化与

现代生活巧妙地融为一体。

“老旧小区在设施配套和整体环境等方面确实存在

一些差距，但那里保留着深刻的历史印记和丰富的文化

底蕴。”珠山区副区长万雪生说，在开展老旧小区改造的

过程中，需要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更多采用“微

改造”的“绣花”功夫，才能在保护和延续城市文脉的基

础上，利用文化赋能助力城市更新。

11 月 8 日，位于新厂街道的景华小区内，社区干部

与居民们正在开展一场头脑风暴——“院子里面要不要

建一个凉亭？”“能不能统一增设晾衣架？”“是不是可以

设一个停车区域？”……在景华社区居委会主任刘燕红

的主持下，小区居民们正热烈讨论社区改造计划。

“景华小区建造年份早，部分设施老旧，空间得不到

有效利用。”刘燕红说，社区通过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

等方式，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让有限空间得到最大

化利用。

“现在小区环境好了，吃完饭还能在小区散散步。”

居民唐兆和告诉记者，以前很多居民在小区里面种菜、

养鸡，环境脏乱不堪。社区通过居民共治的方式，吸引

居民主动参与到小区的管理当中。特别是涉及小区改

造工作，大家纷纷出谋划策，奠定了广泛的民意基础。

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是房屋的翻新和环境的改善，更

是在基层推进的一项社会治理工程。因此，改造后的管

理更需要统筹规划。

面对老旧小区内“不愿管”“不会管”等问题，珠山区

为充分调动居民参与老旧小区改造的积极性，引导部分

无条件的老旧小区建立物业自治管理机制，成立业主大

会、业主委员会或业主自治小组，在帮助困难群众解决日

常问题的同时，也能及时发现小区安全隐患、管理漏洞，为

无物业管理小区的长期运行提供支撑。同时，珠山区建立

物业管理联动机制，由区国资公司专门成立“平安礼”物业

管理公司，推动物业管理服务社会化，强化工作督导。

目前，“平安礼”公司已顺利进驻新枫园、春天花园、和谐

家园、曙光花苑等 12个改造完成的“减龄”小区。

“珠山区老旧小区多，每个小区情况都不一样，我们

更需要倾听百姓呼声，有针对性地解决具体问题，把改造

资金花在刀刃上。”万雪生表示，珠山区充分运用主题教

育成果，全力办好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实事项目，以“先

民生、后提升，先急需、后完善”的改造思路，详细划分了

207 个符合改造政策的小区，并采取全覆盖的模式，逐

步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小区的安全性和舒适性。珠山区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完成后，将惠及 5 万余户居民，让人

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育所取得的实质成效。

景德镇市卫健委、市委组织部、珠山区等摸清社情民意，解决实际问题——

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主题教育实质成效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李政昊 景德镇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哲慧

11 月 8 日，景德镇市珠山区陶艺街，“景漂”代绍

桂（右）在其“共产党员经营户”示范店内指导学生进

行创作。

11 月 6 日，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大厅，患

者在志愿者引导下有序挂号缴费。

1111月月 77日日，，在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西路社区在景德镇市珠山区新村街道西路社区，，工人正在进行改造施工工人正在进行改造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