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局精巧的公园广场、修葺一新的居民小区、宽敞明亮的黄中教学楼、规划有序的微
型停车场、绿意盎然的健身步道……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黄龙县聚焦基层治理、便民乐
民、教育卫生等民生之急、民生之难、民生之忧，创新改革服务举措，以“小切口”入手，传递
民生温度，这些小小的求新、求变，带给人民群众的是甜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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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在瓦子街镇综治中心，记者看到新建成的四层办公楼科室完备、
功能齐全，布局合理，室外硬化绿化错落有致，一座新型的办公化场
所成为国道242线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今年以来，县公安局按照市局1+9警务机制改革总体部署，确定
瓦子街派出所为“四所合一”改革试点单位。将基层派出所，交警队、
森林警察中队、和司法所一并放入综治中心的大盘子中，合署办公，
合并职能，实现了警力互补、设备共用、资源共享，最大限度地服务群
众，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通过“合场所、合支部、合
警力、合工作、合管理、合保障”，更好地凸显了“警力整合、职能融合、
一警多用、一警多能”改革效能。

瓦子街村村民段科红说：“过去办点事得跑好几个单位，现在这
两个单位搬到一块了，我们老百姓可省了事了，也省了时间了，我来
了以后就都给我办妥啦，可方便了。”

蔡家川村村民刘董孝说：“瓦子街综治中心成立后，我们可以少
跑路，多办事，解决了我生活中的很多问题，确实方便了群众，我感到
很满意。”今年 58岁的刘董孝，因和邻居承包林地引发纠纷，经村委
会协商后双方未达成一致。随后双方又来到新成立的瓦子街镇综治
中心，通过派出所、森林警察中队和司法所工作人员的耐心调解，最
终双方握手言和。

瓦子街镇综治中心共投资850万元，建成总面积达1600平方米，
完善了业务用房、标准宿舍、党员活动室、阅览室、训练室以及餐厅等
多功能室。同时，健全了党支部班子，完善了各项制度，解决了基层党
员管理和党组织生活不规范问题，将党员管理教育延伸到基层末梢。
通过设立统一指挥调度中心，负责日常统一指挥调度及接待群众工
作，整合后总警力达18人，为有序高效开展值班备勤、执法办案、治安
管理、交通管理、纠纷调处、生态保护等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瓦子街镇派出所指导员曹宁说：“实行‘交所合一’警务机制改
革，建立起统一指挥、统一运行、统一保障的新型基层警务模式，最大
的好处就是盘活了现有资源，实现了优势互补，解决了基层警力不足
的难题。”

据悉，按照瓦子街镇“交所合一”的成功经验，黄龙县将瓦子街
“交所合一”改革试点确定为县委改革委重点项目，并在“交所合一”
的基础上，在全市率先将黄龙山森林警察中队、司法所纳入到“六合”
之中，成立了瓦子街镇综治中心。通过基层民警“大走访”，社会平安

“大整治”，矛盾纠纷“大排查”，便民措施“大优化”，服务质效“大提
升”等融合联动，辖区群众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均得到了提升。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医疗服务提升，道路建设，双拥优抚，养老体
系建设多元化，保障困难群众生活，老旧棚户区改造,修建微型停车
场……黄龙县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努力满足老百
姓多样化的民生需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用心用情用力，把好事办
好、实事做实，真正让民生事业造福于民。

甜甜的日子 稳稳的幸福
——黄龙县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纪实

通讯员 窦可军 记者 常青

走进黄龙县中心街的公园广场，修葺一新的
座椅，枝叶茂盛的风景树，清雅灵动的音乐喷泉，
这一切令人心旷神怡。宽大的座椅上，老人们围
坐一圈谈天说地；舞台上，精彩的文艺节目正在
演出；空地上，女士们正跳着优雅的广场舞；喷泉
旁，篝火晚会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在这其中，一位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的老人
格外引人注意，她手执自拍杆，用抖音记录自己
的幸福生活，不时还和周围的人互动。

这位老人叫窦凤琴，是白马滩镇白马滩村的
村民，2017年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她搬进了
吉家河小区。了解到窦凤琴老人的文艺特长，社
区工作人员便把她编进了小区文艺骨干队伍，老
两口发挥自己的爱好特长，积极成立秧歌队、豫
剧自乐班，找服装排练节目，互相支持。5年
来，她参加了精准扶贫惠民演出、文艺党课大家
演、社区春节文艺汇演等大大小小的演出 20余
次，表演的秦腔选段《梁秋燕》被群众津津乐道。

窦大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做梦都没想到能
成为一个‘城里人’，住到这里，每天早上我都会
去幸福门便民市场去买新鲜的瓜果蔬菜，下午到
迎客松公园散步。有时候，坐在中心街烟草公司
外面的休闲长廊中，看着对面大屏幕上的电视，
和刚认识的老年朋友们聊聊天。手机没电了，这
里还有充电桩，政府为我们想得可真周到啊！”

窦大妈口中的幸福门便民市场，也是当地居

民们最爱光顾的地方，县城市管理局为了规范管
理，方便群众，在城东的幸福门设置了便民市场，
每天早晚的时候，这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成了
远近商贩们销售新鲜瓜果蔬菜的最佳选地。

窦大妈从小就爱好文艺，爱唱爱跳，但是因
为要照顾家庭，她常年被繁重的农活所累，没有
精力发挥自己的文艺特长。即使这样，她干农
活的时候也是边干边唱，寄托自己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近年来，精准的帮扶政策、暖心的帮难服务
缓解了她家庭的经济重担。包扶干部和就业部
门为她家中的 3个劳动力“量身定制”了技能培
训。如今两个儿子都在外务工，老伴儿也在驻村
工作队的帮助下，在黄龙县新成立的第二小学找
到了一份后勤工作，老两口有了稳定的收入，摘
掉“穷帽”，真正实现了安居乐业。

窦凤琴在照顾老伴儿生活起居的同时学会
了玩抖音，时常发布一些自己表演的秦腔选段，
记录在小区的生活点滴。她积极乐观的生活态
度感染了周围的人，也收获了一大批粉丝，她的

“铁粉”已达1.8万，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大妈”。
窦大妈只是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中的一员，她

用抖音真实地记录着以她为代表的易地搬迁群
众进入城市后的点点滴滴，见证着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在扶贫政策的帮助下，从无所适从到安居乐
业的转变。

1 易地搬迁：听“网红大妈”分享新生活

今年春季开学的第一天，家住裕
龙苑小区的杨女士高兴地发了这样一
条朋友圈：“原来我还发愁娃上一年级
时，我们家离学校远，接送是个问题，
没想到我这么有福，娃上一年级了，学
校就在家门口，我从窗内就能看着娃
走进学校。”

如果说黄龙县第二中心小学的成
立，让家住城区东边的家长都欢喜不

已，那么黄龙县初高中教育一体化改
革更是给黄龙的家长带来了惊喜。今
年初，为优化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办好

“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满足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优质化、多样化教育需
求，黄龙县实施了初高中教育“一体
化”改革。

初中学生家长王娟说：“我娃今年
上初三了，本打算高中让他去外地上，

现在看来不用了。这几年，黄龙县的
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今年又实施了初
高中教育一体化改革，对初高中教育
有效衔接、学生的长远发展都是很好
的。”

黄龙县中学校长王延生说：“实施
初高中教育一体化改革是黄龙县委、
县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这对优
质教育资源调动配置、教师队伍优化

调配、先进办学理念引进融入、高中生
源稳定提升、提前应对新高考改革和
招生制度改革、降低学校管理成本、激
发激活教育内部管理活力、动力和创
造力都十分有利。初高中教育一体化
改革不是简单的初高中合并，而是方
方面面工作的深度融合，既要稳扎稳
打，突出重点难点；还要稳步推进，有
序推进；更要发挥优势，落地见效。”

2 优质教育：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

初夏时节，目之所及，处处青翠欲
滴。60岁的王海勤在乡间的小路上悠
闲散步，心情格外舒畅。王海勤是三岔
镇的农民，往年这个季节，他每天都在
地里忙农活，而今年他也像城里人一样
退休了，享受着慢城黄龙的休闲生活。

“我能这么悠然自得，这都要归功
于‘田管家’，今后再也不用为种地发愁
了，只要有地，养老就不存在问题。”王
海勤口中的“田管家”就是三岔镇今年
推广的玉米生产托管服务。

种了一辈子地的王海勤，对土地感
情很深，把地低价流转给别人，他舍不
得。自己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眼
看自己种地越来越吃力了,为此，他愁
了好几年了……

为了落实国家惠农政策，提高玉米
种植生产的组织化、集约化、机械化程
度，有效破解当前农村劳动力短缺和断
层的问题，三岔镇经过充分调研，在全
县试点开展玉米生产托管服务，结合各

村土地和农机数量等实际制定了两种
托管方式。

一种是农户将土地委托给村委会，
由村委会委托给专业的农机合作社开
展托管服务。另一种是农户将土地委
托给村集体自有合作社，由村委会整合
村内农机械、农机手，集中代为服务。
托管服务包括籽种化肥、犁地、旋耕、播
种、病虫害防治、机械收割、秸秆还田、
土地深松等8个环节。托管期间，村集
体提供生产质量监管、矛盾调处等服
务，相应地获得一定比例分红。为了确
保农民收益，镇政府为参与托管农户土
地每亩提供3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这下好了，有了托管，王海勤干脆
把 30亩地全部托管给农机专业合作
社。“每个环节都比市场价低 5到 20元
不等，8个环节全部选的话，每亩至少
可以比市场价优惠62元。”王海勤高兴
地说。

和王海勤一样的群众不在少数，

2022年三岔镇共签订玉米生产托管服
务合同10100亩，为农民直接节约种植
成本50余万元。

“农民都会算账，把土地托管了省
力又省钱，你说谁不愿意？”负责3个村
土地托管服务的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任海平说，托管后机械有活干
了，也不用本地外地来回跑，省下了油
和损耗，合作社把这一部分利润让利给
群众，实现了双赢。

据了解，三岔镇有玉米 3万亩，户
均 16.6亩，是全省“万亩玉米创高产示
范基地”。梁家山村、孟家山村由村委
会自有合作社实施托管，有大型机械的
群众除享受托管价格优惠外，还可以常
年参与村上生产，获得两份收益。“目前
村上群众有各类大型机械 51台次，已
经全部加入合作社，完全可以满足本村
玉米生产托管。”梁家山村党支部书记
孟小平介绍，托管后群众可以节约出来
更多时间用于管理苹果增加收入。没

有劳动能力的群众，也完全可以实现以
地养老。

在界头庙镇，同样也在探索推行农
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今年，界头庙村坤
塬农机农民专业合新购进大型农机农
具 16台，整合 13台收割机、17台拖拉
机由合作社统一管理调度。

“我年纪大了，种不了地，子女又都
在外地务工，自己的 60亩地实在是种
不过来，现在村里成立了农机合作社，
不用我出力也能种地了，今年我全部
的地都签了合同，合作社一站式服务
到底，真是给我们帮了大忙啦！”说起
村里的合作社，界头庙村王多杰竖起
了大拇指。

“生产托管”让上了年纪的农户当
上了“甩手掌柜”，农民专业合作社实
施玉米生产托管“一站式”服务，充分
促进了农耕作业的高效化，有效提高
耕种效率，缓解了农村人口老龄化加
剧的问题。

3 生产托管：“田管家”让种地不发愁

“老人家，你的耳鸣症状多久了？
一直感觉耳边有嗡嗡声吗？”

在石堡镇吉家河村卫生室，村民秦
洪兰通过远程会诊系统一一回答了北
京航天总医院专家马树海的问题。专
家根据秦洪兰的情况，建议她先去进行
头部CT检查。

有了来自北京大医院专家的建议，
秦洪兰放心了不少。一旁的村卫生室
医生杨喜霞也赶紧劝老人先去做检查，
做完检查可以再来这里挂个免费专家
号，听一听专家的诊断。

黄龙县是典型的山区县，农村人口
占比达 70%。2021年，西北地区首个

“行走的医院”项目在黄龙县启动，“互

联网+健康”服务模式与县镇村一体化
医疗服务远程会诊系统深度融合，实现
了“小病在基层，大病进医院，康复回基
层”的就医新格局，打通了县域内优质
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在县人民医院远程会诊中心，患者
张瑞祥接受了县人民医院医生与中国
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的会诊。

“颈椎核磁显示有明显神经压迫，
这种情况药物控制效果不好，建议手
术。现在的技术很成熟，不要有心理压
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专家对病
情进行了详细分析，也消除了患者的顾
虑。最终张瑞祥决定接受手术治疗。

“通过远程会诊，大夫建议我做

手术，从根本上治疗手麻木和头晕问
题。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北京大医
院专家的诊治，真的是太好了。”张瑞
祥说。

除了远程会诊，“行走的医院”项目
配备的全科医生助诊包还可以辅助医
生为病人进行各项基础检查。“行走的
医院”项目为黄龙县30个村卫生室、11
个医疗单位统一配发助诊包，可以实现
24项血液化验、11项尿液检验，还能进
行心电图、超声检查，以及血压、血氧和
体温的检测。

“全科医生助诊包虽小，但包里不
仅有各种检测设备，还有一个基于互联
网、大数据云平台的智能诊疗系统，带

有远程专家门诊服务和全科综合检查
功能。乡村医生在村卫生室利用设备
将检测数据上传，让村民不用出村，就
能享受到超声、验尿、验血、心电图等全
面医疗检查和远程专家门诊服务。”县
卫生健康局局长薛晓平介绍。

目前，黄龙县已实现“互联网医
院”在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点全覆
盖。此外，黄龙县组建的 37组 120人
的健康服务团队，每周定期 2次到乡
村、学校、机关开展健康体检、医学科
普宣教、急救知识普及、疾病诊断治疗
等健康服务，并进行全程跟踪服务，做
到对老百姓个人健康问题的早发现、
早干预、早治疗。

4 医疗服务：让山区百姓挂上北京专家号

5 综合治理：更好地服务辖区群众

● 黄龙县第二小学

● 瓦子街镇综治中心

城西小广场城西小广场

幸福门早市幸福门早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