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家门口就业“铺路亮招”
永修“春风行动”助群众好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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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个码，解决问题！
本报石城讯 （全媒体记者蔡颖辉）“这个二维码还挺有

用，垃圾清理完了，为工作人员点赞！”4 月 6 日，石城县琴江

镇古樟村村民吴吉水给记者看他通过“万村码上通”平台上

报的记录，邻居家门前长期堆放废品的问题在他上报后很快

得到解决。

“扫个码，手机上点几下就能解决问题？”乡亲们听吴吉

水说了以后都感觉很新奇，纷纷围上来要吴吉水再演示一

遍。

“不仅可以用手机拍照、上传，反映问题，还可以通过这

个平台查询办理进度和反馈结果。”吴吉水通过亲身经历当

起了“万村码上通”平台的推广员。

石城县搭建投诉、整改、反馈、监督、便民等功能于一体

的“万村码上通”平台，有效畅通群众投诉监督渠道，精准高

效回应群众诉求，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

上交。该平台受理事件范围包括农村改厕、路灯维护、绿化

养护、道路养护、杂草清除、卫生保洁、污水处理设施、供水供

电设施、休闲设施等。实行“1257 处理机制”，即群众通过二

维码投诉农村人居环境问题，村、镇、县、市级分别需要在 1、

2、5、7 天内受理并整改，反之该问题在平台自动越级上报，上

级将予以督办。

截至目前，全县“万村码上通”平台用户达 9.3 万人，受理

投诉事件 2.47万余起，事件处理及时率 99.93%。

群众就近就医省钱省心

4 月 7 日，郭斌等医护人员来到赣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湖边镇龙岭村，上门为村

民肖美英复查身体。得知老人的身体各

项指标基本恢复正常，郭斌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

1 月 24 日，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免费健康体检要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第二人民医院（又称湖边镇卫生院）体

检科的郭斌和同事会同龙岭村卫生所医

护人员，深入龙岭村开展常态化体检。然

而，原定参加此次体检的独居老人肖美英

“爽约”了。当即，郭斌带队赶往肖美英家

中，发现她前一天不慎跌倒，已经无法站

立行走。见状，郭斌一边联系其在外工作

的儿子胡先生，一边将老人送往医院进一

步检查。随后，老人被诊断为右股骨粗隆

间骨折。

起初，胡先生对湖边镇卫生院的医疗

水平存有疑虑，再加上母亲患有高血压等

基础病，打算转到赣州市的大医院做手

术。然而，当得知此次主刀医师是医学博

士、赣州市中医院骨伤科主任医师孙小波

时，胡先生心里踏实了。仅用了一个半小

时，一个三级大型手术就顺利完成。“此次

就诊，我支付了 2600 元医药费，要是去大

医院至少要花 6000 元，大大减轻了家里

的负担。”胡先生说。

75 岁 的 独 居 老 人 张 攀 连 居 住 在 该

镇华鑫安置小区，与湖边镇卫生院只有

一条马路的距离。3 月 6 日，因为骨质疏

松引发腰部剧痛，她足足挪了半个多小

时 才 到 卫 生 院 。 由 于 她 的 亲 人 在 外 省

工作无法立刻回家照料她，该卫生院在

特 聘 专 家 —— 国 家 级 名 中 医 谢 强 的 指

导下，钟绍伟等骨干中医师制定“针灸+
艾灸+微波+中药烫熨”的治疗方案 ，卫

生院的护理人员化身家属，给予张攀连

无微不至的照顾。住院 20 天，医疗费用

1046 元 ，恢 复 健 康 的 张 攀 连 出 院 时 ，对

实惠的医药费和医护人员的关照，连声

赞叹。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惠民生
这 些 变 化 源 于 赣 州 市 一 项 医 疗 改

革。2023 年 9 月 30 日，赣州市人民政府

出台《赣州市全面加强紧密型县域医疗

卫生共同体建设实施方案》，明确要建立

防治结合的县乡村三级整合型医疗卫生

服务新体系，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

等化、同质化、一体化水平，三甲公立医

院骨干医务人员要下沉带学科、带团队、

带技术，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破

解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的问题。

何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赣州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有关人士介绍，就是将县级

医疗机构和基层乡镇卫生院，通过运行机

制，形成责任、管理、服务、利益几方面的

共同体，以县带乡、以乡带村，形成梯次帮

扶。

作为此项医疗改革的“排头兵”，政

府投入 1 亿多元为湖边镇卫生院兴建大

楼和购进医疗设备，并引进 45 名高层次

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其中，卢海红是广

东 省 人 民 医 院 赣 州 医 院 儿 童 保 健 科 专

家，擅长儿内科常见疾病的预防和诊治，

在该卫生院服务近 1 年，卢海红一手带出

来的熊慧金等儿科医师已能独当一面；

来自三甲专科医院——赣州市第五人民

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梁斌则是该院外聘专

家，由他组建的消化内科汇集了李济昌

等一批干劲十足的年轻医师，医术医德

广受群众好评。

谈及群众在乡镇卫生院就医为何比

大医院便宜，该院院长谢良冬表示，乡镇

卫生院执行的是一级医院收费标准，而大

医院是按照三级医院标准收费，再加上一

级医院比三级医院的住院报销比例高出

近 30％，因此群众在卫生院就医更便宜，

这顺应了国家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

全完善分级诊疗制度的要求。

湖边镇卫生院的蝶变，只是这项改革

的一个缩影。近两年，赣州市通过建设紧

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缓解了大医院

的诊疗压力，让医保基金得到高效利用，

减轻居民医药费用负担，更好地满足人民

群众的健康需求。

卫生院也能做大手术
——赣州市推行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见闻

本报永修讯 （全媒体记者李颖 通讯

员郑文斌、李攀攀）“我在江西京九电源（九

江）有限公司找到了心仪的工作，这要感谢

‘春风行动’招聘会。”4 月 3 日，家住永修县

涂埠镇的返乡人员小陈谈起就业经历喜上

眉梢。

作为一年一度的求职用工“重头戏”，年

初，“春风行动”在永修拉开大幕，为就近就地

就业创业“铺路亮招”，把岗位送到群众身

边。2 月 18 日，该县在白莲广场举行的 2024
年“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大型招聘会，全

县 80 多家优质企业推出岗位 700 多个，用工

需求多达千人，涉及化工、销售、建筑等众多

行业，全面引导劳动力有序返岗就业。众多

求职者和小陈一样，借着这场“春风”实现自

己的愿望。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一头连着经济发

展，一头连着千家万户。

为帮助群众好就业、就好业，永修县就

业创业服务中心以各级就业之家建设和运

行为抓手，打通服务企业、群众“最后一公

里”。同时，开展“我为就创代言”活动，组织

工作人员进小区、进乡（镇）、进农村，持续进

行就业政策宣传、就业岗位推荐等各类就业

援助工作，让有就业创业愿望的适龄人员都

能够充分了解政策。

“我们通过提前摸清底数，对求职意愿

进行分类，再组织开展招聘会。”永修县就业

创业服务中心主任徐昌陵表示，招聘会上还

设置了残疾人、脱贫人员及退役军人专窗和

咨询窗口，为各类求职者提供就业指导、社保

等咨询服务。今年以来，该县已举办了3场大

型“春风行动”招聘会，开展多次送岗下乡活

动，帮助500多名群众找到合适岗位。

此 外 ，为 拓 宽 就 业 渠 道 、缓 解 企 业 用

工压力，永修还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

开展各类线上“直播带岗”活动，让求职者

更加了解企业，也让不能到场的求职者在

家 就 能 了 解 各 类 岗 位 信 息 ，提 高 求 职 效

率。在今年 2 月份举办的“直播带岗”活动

中，直播观众总数达 5.3 万人次，线上互动

3000 人次。

“就业部门工作人员每个月都会到我们

企业，收集用工需求，发布招工信息，帮企业

解决用工难题。”江西京九电源（九江）有限公

司招聘经理贺长卿表示，年初，在当地举办的

“春风行动”中，该企业招聘工人 60 余名，有

效缓解了企业因订单增多、产能扩大而引起

的用工紧张问题，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人才

保障。

“我们将继续深入园区、企业，认真寻岗

找岗，开展各种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带动各

类劳动者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同时，落

实好惠企政策，尤其是稳岗返还、以工代训

等，服务企业用工。”谈及如何帮助群众就业

和企业发展时，徐昌陵说。

公平公正凝聚民心

在 村 民 们 看 来 ，村 里 的 变 化 始 于

2012 年新的村两委班子到任。“他们始终

坚持公平公正、认真负责的态度，让许多

矛盾纠纷得到妥善处理，一改以往大家

对村两委‘办事不公’的印象。”村民周建

国表示，此外，村干部还带着大家修路修

桥、改善环境、发展产业，让村子焕发新

的生机。

周建国记得，2019 年，有一个环境整

治项目在桃源村落地。“刚开始大家不了

解，当项目实施时，面对拆猪圈、拆厕所、

拆乱搭乱建的情况，村民们有抵触情绪，

项目一时难以推进。”

为了让村民知道这不是“针对他们”，

而是为了大家以后的好日子，村干部带头

拆除自家违章建筑，用实际行动告诉村民

“我们都一样”，很快赢得村民的理解和支

持，项目顺利完成。

不 仅 如 此 ，村 干 部 一 直 坚 持 公 平 公

正，严格审核低保、五保等政策申请。在

化解村民矛盾时，如果矛盾双方中有村干

部的亲戚，更会要求村干部的亲戚主动让

步。村民曾经心中“你是村干部的亲戚，你

们都是一伙的”想法，在一次又一次的矛盾

调解和政策落实中得到转变，“村干部都在

为我们做实事”成为大家的共识。

认真负责建设家园

走在桃源村，这里环境优美，崭新的

沥青路两旁开满了桃花和月季，一些农旅

综合体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想要把村里建设得更好，就要把交

给我们的每一个项目做好。”作为村党支

部书记，石姗姗是这么要求村干部的，自

己也是这么去做的。

为确保项目质量和工程量达标，石姗

姗和村党支部副书记漆传文每次在项目

验收前，都会提前到项目点上按照图纸计

算验收量。“传文测量，姗姗记录”成为项

目质量的保障，不达标就重做，量不够就

补齐。他们的努力让村里项目建设质量

得到显著提升，桃源村也从村民不好说

话、项目难落地、工程难达标变成项目落

地快、质量好、很放心。

正 因 如 此 ，桃 源 村 通 过 新 农 村 建

设 、水 系 连 通 、道 路 美 化 等 项 目 ，建 成

了一个道路更畅通、风景更优美的美好

家园。

齐心协力增收致富

“这几天都在忙着播种，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相信今年又会有个好收成。”漆

传文看着成片的秧苗说。

2023 年 ，外 来 承 包 户 李 某 来 到 桃 源

村，与村委会达成协议，用 1.8 万元租金承

包西岭、街里等多个村小组的 100 多亩农

田种植水稻。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李某承

包后未悉心打理，验收中没有得到相关补

助，直接撂摊子走人，导致租金也成了“空

头支票”。

出现问题后，村委会立即召开村民大

会进行商量。面对僵局，漆传文决定接下

“烫手山芋”，以个人名义承包这 100 多亩

农田，并预付村民租金，让村民从艰难讨

租变成稳定收租。

近年来，桃源村积极寻求发展之路，

陆续建设大米加工厂、承包白茶种植园，

为村集体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帮助村民致

富增收。如今，桃源村集体经济实现从欠

账 7万元到去年收入 20余万元的变化。

从联名上访到和谐共富——

看乡村治理“后等生”的蜕变

邮箱：307237420@qq.com
微信号：307237420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邮箱：65204228@qq.com
电话：0791-86847355

本报全媒体记者 陈 璋

“真是想不到，家门口的卫生院也
能做大手术了！”日前，92岁的肖美英
做完髓内钉内固定术后感慨万千。

近两年，为了让群众特别是农村
群众就近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
病，赣州市全面加强紧密型县域医疗
卫生共同体建设，通过下沉人才、技术
帮扶、人才培养等手段，增强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让群众“小病不出乡、
大病不出县”成为现实。

帮扶专家卢海红正在湖边镇卫生院接诊。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摄

“我们能有这么好的生活环境，还
新建了村级食堂，多亏了你们的努
力。当时整治环境我们不理解，现在
想想，还是感谢你们啊。”看到村党支
部书记石姗姗来家里走访，桃源村老
屋村小组的村民黄发根感谢道。

桃源村地处靖安县水口乡，共有
户籍人口 2300 余人。虽然名为“桃
源”，但在以前，村里的情况远没有名
字一样美好，反而是村民之间矛盾频
发，信访量居高不下，综治工作在全县
是倒数，产业发展几乎空白。信访高峰
期，该村一起纠纷中联名上访的村民就
超过 50人。如今，这样的情况已经完
全扭转，桃源村连续几年实现零信访，
产业发展同步取得可喜成绩。巨大改
变的背后，究竟是何原因？

近 年 来 ，公 共 卫 生 间 的 标 识 问 题 引 发 社 会 关

注。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公共卫生间标识五花八门、

形式各异，有些标识不清晰、让人难辨，给群众生活

带来了诸多困扰和不便。

近日，笔者在某汽车 4S 店看到，公共卫生间标识

仅是两个简单的人偶图案，由圆形、梯形、矩形等元

素组成，除此之外并无明显的中文来区分男女。“上

个卫生间还要猜，真担心走错，产生误会。”市民刘先

生表示。

今年 1 月份，广州一名年过六旬的老伯，因看不

懂英文标识，误入女厕被指“非礼”，引发网友热议。

有网友表示，卫生间的标识千奇百怪，有时候看半天

不知道去哪边，标个男女就有那么难？

在公共卫生间标识上追求创新可以理解，但也

应该看到，公共卫生间的首要功能是实用，标识再怎

么创新，都必须一目了然。不能一味追求标新立异，

而让普通人上个卫生间都要纠结半天。标识设计者

要坚守接地气、便于使用的底线。此外，公共场所经

营方也应该在公共卫生间标识设计环节上把好关，需要考虑不

同人群的辨识能力和文化背景，以确保标识标牌的简单易识，避

免设计者随心所欲一味追求新奇，让“方便”变得不方便。目前，

已有一些城市对公共卫生间标识进行了统一规范。

厕所虽小，关乎民生。也希望各地都能切实把便利群众生

活放在首位，创新公共卫生间标识的同时，尽可能通俗易懂，充

分彰显城市公共服务的人性化和精细化，让广大人民群众“方

便”变得更方便。

种羊肚菌 助农户增收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春耕时节，在位于南昌市新建区昌邑乡上河口分场的江西

瑶河湾羊肚菌种植基地，一排排大棚在阳光照射下格外耀眼。

大棚里，一朵朵个大饱满、肥硕肉厚的羊肚菌长势喜人，基地务

工人员穿梭在田垄间，熟练地采摘新鲜的羊肚菌。

“羊肚菌被誉为菌中之王，受市场青睐。当前正值采摘期，

基地目前每亩产量约 350 公斤，刨去成本，每亩收益 5 万元。”种

植基地负责人朱凌翔介绍，计划在未来两年，种植规模将扩大到

500 亩。该项目从引进、建设、投产到招工，昌邑乡政府打造了一

流的营商环境，为农业民营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

江西瑶河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落户昌邑乡，不仅调整了当

地农业产业结构，还为周边村民铺就了一条就业增收路。该乡

上河口分场负责人李经港介绍，自从引进羊肚菌种植项目，带动

周边 50多人就地就业，人均月增收超 3000元。

拓宽水渠 解耕作难题
本报莲花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村里的水渠修得又宽又直，

还增加了机耕道，彻底解决了我们的农田灌溉难题。”近日，看着

眼前的水渠，萍乡市莲花县南岭乡塘边村村民杨其明高兴地说。

塘边村这条水渠涉及 5 个村小组 500 余亩的农田灌溉，是村

里农田耕作的“主动脉”。以前因狭窄弯曲，在用水高峰期，难以

满足灌溉需求，时常引发用水纠纷。尽管村民一直希望延长拓

宽水渠，但因涉及户数多、田地面积大，且关乎几个村的用水分

配、界址等问题，一直未得到实施。

今年，当地下定决心破除僵局，在争取到项目资金后，镇、村

干部与村民多次协调商议水渠拓宽和水源引用问题。其中，党

员干部发挥带头示范作用，村民也积极参与，最终达成一致。经

过施工，当地共修建水渠 500 余米，加宽 80 厘米，同时将老水渠

改造成机耕道，切实解决村民的耕作难题。

春日，在樟树市刘公庙镇南保村广来果园内，400 余亩桃花竞相绽

放，微风拂过，花瓣轻轻摇曳，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游玩。近年

来 ，该镇积极发挥生态优势 ，着力打造“美丽经济 ”，积极探索特色农

业和乡村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之路，助力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摄

桃花灼灼引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