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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丽芬 樊伟

近年来，昭化区明觉中心卫生院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两学一做”
专项教育活动为契机，以群众医疗卫生
服务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立足点
和出发点，着重在硬件、队伍、服务上下
功夫，让辖区群众充分享受基本医疗和
公共卫生服务。2017年，该院被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评为“国家级群众
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让群众更加舒心地就医
走进明觉中心卫生院，明亮的大

厅、整洁的楼道、齐整的设施、暖心的温

馨提示标语、有序就医的患者，构成了
一幅和谐的画面。

“现在看病不仅方便、便宜，而且环
境好了很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实惠。”
60多岁的贾芝贵家住明觉镇前锋村，是
个“老病号”，他在一次又一次的看病过
程中亲眼见证了该卫生院的变化和发展。

近年来，明觉中心卫生院着力加强
环境、设施设备的标准化建设，加大投
入，全力为群众打造方便、快捷、温馨的
就诊环境，全面提升医院服务形象。先
后通过灾后重建、中医创建、辅房项目
建设、周转房项目建设以及健康扶贫开
展服务能力提升项目的实施。

（紧转A2版）

让群众让群众享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享受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昭化区明觉中心卫生院发展纪实

荣获全国2016-2017年度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巡礼（七）

何应北 记者 孟柯 张百顺

“哎哟，帮扶干部又来看望我了，快
坐，快坐！”一大早，彭大坤就在自家门前
忙着清扫垃圾。看到记者一行朝他家里
走来，彭大坤放下手里正忙着的活路，热
情地招呼记者一行。

今年65岁的彭大坤是朝天区鱼洞乡
鱼鳞村一组村民，他所说的“帮扶干部”
就是来自朝天区财政局的帮扶队员。一
天的帮扶工作，从拉家常开始。

按照朝天区委区政府统一安排部署，
从2015年开始区财政局结对帮扶鱼洞乡
鱼鳞村和袁家村。“经过两年多时间努力，
我们‘输血’‘造血’并重，村民信心得到极
大提振，如期‘摘帽’肯定没有问题。”朝天
区财政局党组书记张满德信心满满。

帮扶“密码”——好政策+勤劳致富
精准帮扶，突出的就是“精准”二

字。如何帮助鱼鳞村摘掉“贫困”的帽
子，朝天区财政局党组一班人费尽心
思。在深入了解村情的基础上，积极与

村两委班子交流，一份“以道德建设为依
托，以改善基本生产生活设施为重点，以
规模化种、养殖业为突破口，结合开发乡
村旅游资源，带动贫困村民脱贫致富，实
现农民增收和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脱贫攻坚方案赓即出炉。

说干就干，局党组积极引导各基层
党组织筹集资金，汇入鱼鳞村、袁家村专
用扶贫账户。协调区级相关部门对村内
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饮水、灌溉等严
重制约发展的设施进行整治维修。帮助
鱼鳞村、袁家村完成农网改造，保证全村
安全用电，硬化村组道路 9.8 公里，村民
出行不再难。

“现在出门方便多了，晚上也有电视
看了。”今年53岁的鱼鳞村一组村民马均
林是张满德的帮扶对象，为帮助马均林
脱贫，张满德可是没有少动脑筋，没有少
跑路。

马均林是村里出了名的“酒罐子”，
整天混日子，不思上进，住的房子破旧不
堪，为此，妻子和儿子外出务工，很少回
家，只有年过七旬的母亲长年和他一起生

活。为彻底改变马均林的境况，区财政局
依托其享受易地扶贫搬迁资金补助8万
元，又多方筹集资金2万余元，为他重建起
100平米的新房，马均林笑得合不拢嘴。

“我还养了40多只鸡，今年我卡上的养老
保险金到现在都还没有取出来用，这日子
有法过了，党的政策就是好啊！”

真情帮扶换来的是群众点赞。在彭
大坤家门前的院坝里，他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今年养蜜蜂收入 1.1 万元，政府补
贴 3 千元，两项合计 1.4 万元，再种点水
果、核桃等收入几千元，一年下来就有2
万余元。儿子在甘肃打工，一年也要挣
个三五万。利用享受易地扶贫搬迁资金
补助20万元，彭大坤干脆选择在朝天城
区购买了一套100平米的新房，不久就能
拿到新房的钥匙。满怀着对幸福生活的
憧憬，彭大坤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党
的政策好，党的帮扶干部也好，他们越是
无私地帮助我们，我们就越要努力奋斗，
用行动来回报党和国家的恩情。”

朝天区财政局副局长、驻村工作队
队长赵素梅告诉记者，一年来，针对贫困

户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消极思想，局
党组进村入户讲政策，谋路子，鼓励大家
开阔眼界，提高致富信心，依靠党的好政
策和辛勤劳动脱贫致富。目前，群众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脱贫攻坚工作开展顺
利，他们相信“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
三个有”标准一定能顺利达到，鱼鳞村56
户贫困户脱贫目标一定能够如期实现。

致富“密码”——特色产业+互联网销售
鱼鳞村，顾名思义与“鱼”有关，的确

如此。鱼鳞村乃鱼洞河之源头，有一地
下暗泉洞，盛产银白甲鱼，小口细鳞两种
佳鱼，为鱼类珍品。相传明武宗正德十
六年（1521年）诏令神沙乡佳鱼为皇室贡
鱼，号称贡鱼之乡。

“手捧金饭碗，就是难发展。”这是许
多拥有优势资源却依然贫困的乡村的真
实写照。

立足鱼鳞村情现状，区财政局党组和
驻村工作队多方协调，引进龙头企业合作
贡鱼项目，在鱼鳞村新建占地3亩的贡鱼
集体制养殖基地。 （紧转A2版）

真情帮扶换来群众点赞
——朝天区财政局精准帮扶工作秘诀探寻

我市是全国中药材主要产
区之一，全市现有中药材资源
2000 多种，自然蕴藏量 10 万余
吨，全省 49 种道地中药材广元
出产 30 余种。2017 年，全市中
草药种植面积 86 万亩，其中万
亩以上的品种 15 个，总产量 17
万吨。

当前，我市正积极谋划推进
中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加
快打造“秦巴药都”，助推中国生
态康养旅游名市建设。据悉，今
年全市将力争实现中医药全产
业链产值150亿元，到2020年全
市将力争中医药综合产值实现
250亿元。

图为日前记者在广元经济
技术开发区盘龙医药工业园内
拍摄的一家医药企业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唐彪 摄

本报记者 刘怀英

2017 年，青川县交通运输局累计争
取到位资金6.3亿元，在全市七个县区中
排名第一；

累计完成固投8.3亿元，是全市七个
县区中完成投资额最大、完成比例最高的
单位，对青川GDP贡献率达到20%以上；

贫困村通公路通畅率、硬化率均
达到 100%，2017 年全县 32 个拟脱村
交通扶贫专项工作高标准通过国家和省
验收……

数字见证成绩。2017 年，该局围绕
青川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聚力聚焦“三大
主战场”和“三大发展保障”，为进一步加
快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步伐，奠定了坚实
的交通保障。

争取到位资金6.3亿元位列全市县区第一
从青川县城区往西，有一条宽6.5米

的彩色硬化乡村道路笔直地延伸向远
方。这条由县交通运输局投资617万元、
青川首个彩色乡村道路用 3.4 公里加强
了乔庄镇张家村与外界的联系，绚丽的
色彩铺垫出乡村旅游的蓬勃生机。

“路通达，人心顺。有了路，什么都
有了。”张家村党支部书记刘德武说，张
家村一直是青川主要的蔬菜产区，过去
交通闭塞，遇到雨季，大水漫桥，整个村
的蔬菜都无法运出，产区变成了“惨区”，
村民为此吃了不少亏。

近年来，随着青川县交通专项扶贫
工作的推进，张家村的面貌一天一个样，
如今已建成集现代观光农业、精品民宿、
新村建设、乡村旅游于一体的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初心谷·田缘张家”。同时，
投资520万元、总长6公里的旅游环线公
路开通，为这里聚集了更多人气，村民人
均年收入已超万元。

“去年，在政府支持下，我们村又扩

建了3.8公里村道，新建桥梁4座……”细
数张家村的大小项目，刘德武感慨万千，

“我们之所以叫‘初心谷’，就是取意‘不
忘初心、继续前进’。”

2017 年，青川县交通运输局积极谋
划项目，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加大协调争
取力度，全年累计争取到位资金 6.3 亿
元，占目标任务的 123.75％，与去年同比
增长 42.43％，在全市七个县区中排名第
一。

贫困村通公路通畅率、硬化率均达到
100%

6 月 12 日清晨，乔庄镇茶树村贫困
户柳承发象往常一样驾驶摩托车跨过一
座桥，不到十分钟就抵达了县城，将搭载
的新鲜蔬菜送往市场。

该局坚持以脱贫攻坚统领交通运输
工作，大力实施贫困地区公路建设。全
年实施贫困地区县乡道改造提升、局部

修补 132 公里，投入资金 7560 万元……
截至目前，79 个贫困村已硬化村道
460.69 公里，已硬化通往主要居民点道
路、通社路、产业路329.57公里。贫困村
通公路通畅率、硬化率均达到100％。

如今，一条条便捷畅通的民心路、扶
贫路串连起青川 36 个乡镇 268 个村，贫
困群众的脱贫致富梦正在交通大发展的
格局中变为现实。

“今年，我们将继续围绕青川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聚力聚焦“三大主战场”和

“三大发展保障”，奋力推进“三大目标”
和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县建设，项目投
资工作有序推进。今年一季度，我局积
极研究吃透国家政策及资金投向，积极
谋划项目，加快项目前期工作，主动向上
对接汇报，进一步加大协调争取力度。
已争取到位资金 4531 万元，同比增长
390.61%。”采访中，青川县交通运输局局
长袁发德告诉记者。

交出合格“民心答卷”
——记青川县交通运输局

人民日报评论员

“齐心协力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
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
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
丽的世界。”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习近
平主席铿锵有力的话语，极富感召
力，引起广泛共鸣。本着积极务
实、友好合作的精神，全面落实本
次会议的共识，共同致力于促进世
界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成为与会
各国的共同心声。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人类面临的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在此背景
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
发展，如何更好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事
业，习近平主席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
潮流，着眼各国共同利益，提出“构
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的积极
主张，为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
体，就要凝聚团结互信的强大力
量、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础、打
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擎。尊重
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兼顾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通过换位思考
增进相互理解，通过求同存异促进
和睦团结，才能凝聚起以合作实现
共赢的强大力量；践行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统筹
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有效
打击“三股势力”，才会有持久的地

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本着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
快地区贸易便利化进程，我们必将迎
来更高水平的共同繁荣。

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
体，就要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
纽带、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
络。人文合作对深化人民之间的相
互理解、信任和友谊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
存超越文明优越，需要进一步树立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更
加密切的人文交流合作，促进文化互
鉴、民心相通。今天，地缘政治版图
日益多元化、多极化，国与国相互依
存更加紧密。我们要强化同观察员
国、对话伙伴等地区国家交流合作，
密切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
伙伴关系，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
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对话，为
推动化解热点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作
出贡献。

事要去做才能成就事业，路要去
走才能开辟通途。17年风雨兼程，上
合组织遵循“上海精神”，经受住国际
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不断加强政
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成
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极具影响力
的参与者。展望未来，只要我们同舟
共济、精诚合作，不断强化命运共同
体意识，一点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
累不懈奋斗，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
同体，就一定能迎来更加光明的美好
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携手创造更加光明的美好未来
——四论习近平主席上合组织青岛峰会重要讲话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 ■■■
大学习 大讨论 大调研

■
新时代新气象新征程新作为

■
——作风纪律看变化

新华社记者 刘敏

“五月五，庆端阳。插艾叶，挂香
囊。五彩线，手腕绑。吃粽子，点雄
黄。”又到一年端午时。人们在多姿多
彩的节日内容中品味中华文化的远香，
也在思接千古的家国情怀中积蓄前行
的力量。

节日是一个民族最生动的文化表
情。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一样，端午
节源远流长、包罗万象。它是屈原心中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
大情怀，也是苏轼眼里“彩线轻缠红玉
臂，小符斜挂绿云鬟”的幸福观；是大人
手中的粽子叶，也是孩童腕间的五彩
丝。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水乳交融，风
土民情与传统民俗交相辉映。传统文
化就这样丝丝缕缕浸入人们心田，融入
民族性格。

中国文化向来讲究兼容并蓄，在历
史长河的荡涤中获得更大张力。恰如
清明节从慎终追远的情愫中走来，融入
绿色祭扫、踏青远足等内容；银色浪潮
中，重阳节被赋予更多敬老爱老内涵。
至若端午节，丰富的现代化、信息化载
体为其注入现代气质，可玩可嚼、可观
可赏、可思可想，完美体现着一脉相承
的民族文化传统与民族情感共鸣。

文化传承是否久远，取决于人们的
认同感与共鸣有多大。节日并非板着

面孔才能被记住，老祖宗的智慧告诉我
们，跟得上时代步伐的节日更容易为人
们所铭记。

正是循着这些喜闻乐见、不断创新
的文化习俗，思国怀远的情怀绵远流
传。从少儿捧读《离骚》《天问》，到荆楚
碧水龙舟竞速，再到“端午文化”走向国
际舞台，你会发现，时光流转，物换星
移，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独特的
精神标识从未变换。

也正是循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中国发展不断积蓄新的力量。将龙舟
划出“中国速度”，用时代发展解“天问”
之问。这样一幅“历史长河奔流向前、
文化焕发勃勃生机、民族进步步履不
息”的立体图景，又何尝不是一代代心
系家国的古圣先贤不懈奋斗、努力争取
所愿？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源泉。文化自信，是更基
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一个民族
能够回望多久的历史，就能迈向多远的
未来。让我们呵护好传统文化的薪火，
努力传承优秀文化精髓、涵养优秀文化
命脉。更加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的文
化认同，打造持久而深沉的文化自信。

品味文化远香 涵养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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