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收时节

◀10 月 29 日，游客在萍乡市湘东区老关镇红星村采摘砂糖橘。近

年来，湘东区依托自然优势，发展果业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助力

乡村振兴。 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杨继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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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正酣

10月 24日，在赣江新区中医药科创城百花谷（孵化

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正紧张有序地进行幕墙施工及

机电安装。 通讯员 袁 骏摄

10月 30日，湖口县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目施工现场

一片忙碌景象，建设者们加快项目进度，确保早日建成。

通讯员 郑飞华摄

我省首个区域国别研究院
在江西财经大学成立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朱晨欣）10 月 29 日，江西财经大学

区域国别研究院揭牌仪式在江西财经大学举行，标志着江西

首个区域国别研究院成立。

据悉，2022 年，教育部正式将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

纳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江西财经大学申报获批全

国首批 31 家区域国别学一级硕士学位授权点，填补了我省区

域国别学学科领域的空白，在助推我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推

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以及服务江西高

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余干探索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
本报余干讯 （全媒体记者涂汉林 通讯员韩海建）为优化

提升政务服务，今年以来，余干县以现有政务服务事项为基

础，依托政务服务中心，对分散在各部门的服务事项进行整

合，集中打造“企业服务之家”，建立联动机制，在基础政务服

务之外，为企业提供更为精准化、个性化的增值服务。

建立增值化服务特色窗口。该县采用“1+2+3+9”服务模

式，即打造 1 个“企业服务之家”，抓好进驻窗口“清单”梳理、

高效推进“一类事、一站办”2 个基础建设，打造市场准入、惠

企兑现、工改审批 3 个服务专区，围绕项目服务、政策服务、金

融服务、人才服务、法治服务、科创服务、数据服务、农业产业、

诉求兜底九大基础服务板块，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

周期、零距离、零干扰”的优质服务。同时，因地制宜开设农业

产业服务窗口，涵盖农业科技、农业保险、农资供应、农产品销

售等多个领域，实现“1+X”功能塑造，提升涉农服务精细化水

平，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落实兜底办理，开设视频帮办。该县针对明确无板块受

理、无参考先例等“非常规”事项，落实“兜底办”工作机制，分

类制定问题清单、对策清单和督办清单，实现诉求事项“问题

收集、转办答疑、督办跟进、结果反馈”闭环处置，把实事办实、

好事办好、难事办妥。同时，针对企业群众在办事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如不会网上申办、电话咨询听不懂等，专门开设了“远

程视频帮办”服务，通过视频在线指导、实时问答，实现云端交

互、政企联动，优化行政审批服务，提升审批效率。

江西举办“振兴杯”政务服务
办事员职业技能竞赛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杨碧玉）10 月 28 日，2024 年江西省

“振兴杯”政务服务办事员职业技能竞赛在南昌落幕。这是我

省第三年举办该竞赛。

我省持续以职业技能竞赛为契机，营造“比、学、赶、超”的

浓厚氛围，不断提升全省政务服务系统办事人员的政治素质、

业务素质和服务技能，着力打造一支政策通、业务精、作风硬

的高素质办事员队伍。

与以往竞赛不同的是，本次竞赛首次设置职工组和学生

组，职工组由 11 支设区市代表队和１支省直代表队组成，学

生组由 12 支高校代表队组成。竞赛分个人赛和团体赛，考核

涵盖数字政府建设、公文写作、信息化设备操作、政务服务礼

仪、心理学、业务办理等方面，充分考察选手的综合实力。

今年以来，全省政务服务系统坚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

数字政府建设，建设省级数字政府决策指挥平台、打造企业综

合服务平台“赣企通”、创新“通用综窗”改革、推进“一表同享”

和“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动政务服务由“可办快办”向“好

办智办”转变，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卞晔）日前，记者从省人大教科

文卫委获悉：为助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满足人民群众

对中医药服务的需求，全省医疗保障系统在医保目录管理

上对群众享受中医药服务予以倾斜支持，在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中对中医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予以倾斜支持，并将更

多中医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我省医保支付范围。目前，

《江西省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目录（2023 年修订版）》设立的

169 项中医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中，热敏灸等 158 项已纳

入我省医保支付范围。

近年来，我省严格执行国家医保药品目录，3088 个新

版国家医保药品（含中西药、中成药、中药制剂），均按国家

政策规定要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此外，我省动态调整中

药饮片、中药制剂和中药配方颗粒的医保目录。省医保局

对我省自行增补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的民族药、医疗机

构中药制剂、中药饮片数量进行了梳理，2023 年将 5 个医

疗机构中药制剂、7 个中药饮片以及 1245 个品规中药配方

颗粒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我省现有 241 个医疗机构制剂、

197 个本省中药饮片、471 个品种 8120 个品规中药配方颗

粒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今年 6 月，我省对新增申报纳入江西省基本医保药品

目录的 21 个中药饮片、2个中药制剂、463个品种10250个品

规中药配方颗粒，开展专家论证评审工作、基金测算，并已

在省医保局官网进行公示，将按规定纳入医保支持范围。

支持还体现在资金分配上。我省明确对实施 DRG/
DIP（医保基金分配方式）付费的中医医疗机构给予倾斜，

省医保局出台《关于推进全省 DRG/DIP 支付方式改革统

一配套有关政策的通知》，推动各统筹区以“中治率”（中药

饮片、中医医疗服务项目、中成药三项收入之和占住院医

疗收入比例）为基准，对达到一定标准的中医医疗机构予

以相应的激励加成系数。

江西真金白银支持中医药发展

158项中医类医疗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深秋暖阳下，遂川县云岭林场种下的千余亩枳壳和水

栀子郁郁葱葱，长势良好。

“今年种下的中药材成活率超 96%，我们准备枳壳套

种金樱子，提高林地利用率。最近还着手建设这个区域的

水肥一体化系统以及整个基地的围栏。”林场负责人郭裕

标介绍，他们近期正在和浙江台州的一家摩旅俱乐部洽

谈，把山场作业道改造成能开展全国性赛事的骑行道。

眼前风光宜人，得来并不容易。2024 年，遂川被列为

全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试点县之一，在拓宽“两山”转

化路径上不断破题，持续深化。387万亩绿色山林，正迸发

出新的活力。

发展绿色生态产业、推进森林可持续经营的理念深入

人心。在该县五指峰林区，山上培植大径材、林下种药材、

林旁搞康养的生态发展模式初具雏形，曾经为木材停伐而

发愁的林区人，迎来了新的致富机遇。

春赏杜鹃、夏观飞瀑、秋游林海、冬看雾凇……海拔

1400 多米的大坝里林场，自然优势得天独厚。工人在撂荒

地带种下中药材和茶树，手艺人中的能人——会养蜂的刘

建华、懂酿酒的张凌云、擅厨艺的王小红，都找到了施展手

艺的平台，自制的蜂蜜、笋干、原浆酒，纷纷被摆上了超市

柜台。国庆假期，大坝里的民宿几乎天天爆满。

同样感受到生活变化的，还有新江乡三联村村民刘科

生。“从上世纪 80 年代分山到户到取消农林特产税，再到

合作社流转林地，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村里考驾照的

多了，逢圩的人多了，街上热闹得很。”今年，刘科生凭借林

区的地理优势纯天然繁育了近百箱蜂蜜，再加上林业分红

收益，增收 7万余元。

在新江乡，“统一造林、统一抚育、统一管护、统一采

伐、统一经营，集中分红”的“五统一分”模式正全面推广，

村集体将分散在林农手中的集体林地整合起来经营，实现

林木有序发展，林农固定分红，村集体有钱办事。数据显

示，村集体经济收入超 50 万元的 4 个、超 30 万元的 5 个，全

乡林农户年均增收 3000元，解决林农就业岗位 400余个。

林改盘活万重山。现如今，遂川正在畅通“两山”转化

通道上积极探索，进一步破解发展瓶颈，不断激发林业发

展活力，生态家底越来越厚，致富路子越走越宽。

改革引领 林下生金
——遂川县林改一线见闻

李书哲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歆

●我省现有241个医疗机构制
剂、197个本省中药饮片、471个品种
8120个品规中药配方颗粒纳入医保
支付范围。

●对新增申报纳入江西省基本医保药
品目录的21个中药饮片、2个中药制剂、463
个品种10250个品规中药配方颗粒，将按规
定纳入医保支持范围。

●2023 年将 5个医疗机
构中药制剂、7个中药饮片以及
1245个品规中药配方颗粒纳入
医保支付范围。

▲10 月 23 日，新余市渝水区南安乡朝阳村，村民驾驶收割机在田

间收割水稻。眼下，该市 55 万亩晚稻陆续进入收割季，当地农民抢抓

晴好天气加紧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宇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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