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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霞

“厚薄均匀，不露底，无漏涂……”5
月 18日，手握油漆刷上下来回平稳地游
走，看着墙面愈发整洁光滑，正在利州区
万源街道一小区为客户装修新房的林利
华心情格外舒畅。

来自昭化区红岩镇广吉村的零散工
林利华，今年42岁，性格稍显内向、腼腆，
但干起活来却十分干净利落，是大家口
中的勤快人。

10年前，林利华一家以务农为生，守
着“挂”在山坡上的几亩土地，土里刨食、
靠天吃饭，即使“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日
子仍然过得紧巴巴。

而家中父亲和妻子接连病重，让这
个本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治病
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儿子上学学费都
交不起了。”2014年，贫困户的称号，便毫
无意外地落到了林利华头上。

瞅着家里越来越穷，林利华陷入了

绝望。每天转悠在大山里，能有啥改
变！要不跟我一样出去走一遭？一位在
外务工回来的邻居帮着出主意。

邻居的一席话让林利华醍醐灌顶，
走出大山或许真能改变贫困的命运。但
他却担忧了起来：出了远门，生病的父亲
和妻子怎么办？解除林利华担忧的，是
利州区“零散工之家”——零散工集散服
务中心。

2015年 3月，经邻居介绍，林利华来
到了离家不到三小时车程的利州区南河
片区零散工集散服务中心，这家服务中
心主要开展以技能培训、用工对接、权益
维护等为重点的就业服务。

来到中心后，林利华开始学习房屋装
修、机械安装等技术。从此，在油漆刷的
挥舞间，林利华成就了自己的技能人生。

经过半年的刻苦努力，林利华从职
场“菜鸟”变成了“技能高手”。当服务中
心提供用工信息时，林利华很快就揽了
许多活儿，有了工作自然有了回报。

“现在每月工资 5、6千，这比过去好
太多了！”既能就近照顾到家人，又能挣
到高工资，林利华的日子过得十分畅
意。而扣在头上的那顶“贫困帽”，也在
2017年被林利华抛出去十万八千里。

掌握一技之长，意味着在城市可以
有立身之本，更意味着实现脱贫有了更
多可能，让劳动者家庭实现“逆袭”。

利州区零散工集散服务中心助力脱
贫攻坚成绩斐然，相似的故事仍在服务
中心不断上演着。截至目前，跟林利华
一样通过服务中心提供技能培训、搭建
就业桥梁成功实现脱贫的还有80余人。

“解决就业是最有效最直接的脱贫
方式。”利州区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杨帆
说，近年来，为了让在利州的零散工进城
有工作、上岗有培训、维权有渠道，该区

已经建立3个零散工服务中心，积极为零
散工群体精准提供就业服务，同时，该区
还成立了零散工工会，对零散工进行统
一管理和服务，营造了良好的就业环
境。截至目前，该服务中心登记注册有
背篼工、木工、装修工等工种近 20个，入
驻零散工 1622 人，帮助承揽业务 25650
人次，开展技能培训 752人次，劳动维权
170人次。

利州区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赵震
表示，接下来，服务中心将从建立零散工
食堂、为零散工办理话费、购买工伤保险
优惠活动等实际需求方面着手，为零散工
提供更加多元的帮助和服务，针对年龄
大、无学历、缺技术的贫困户，在工作岗
位、优惠活动、节日慰问中优先考虑，真正
做到搭建基层小平台，切实服务大民生。

抓培训促就业 零散工脱贫有出路 本报讯（岑凤英 张婷）“现在的政
策真是好，简直是老百姓的保命符！”5
月 21日，患者何开英说，国家集中采购
药品在利州区公立医疗机构开始启用
为她减轻了不少负担。

何开英身患高血压、糖尿病，此次
到利州区中医医院就诊，共开具三种集
采药品，其中格列美脲片买 100粒就比
原来少了145元。

近日，第二批国家集中采购药品在
利州区公立医疗机构开始启用，利州区
患者可以按照国家集中采购价格在区
内的公立医疗机构诊疗时使用这些中
选“降价药”。第二批次集中采购中选
药品在第一批 25种国家药品集采的基
础上扩展到 32 种，平均降价幅度达到
73%，最高降幅达到96%，极大减轻了用

药者的负担。如糖尿病用药格列美脲
片从 1.30 元/片降到 0.05 元/片，降幅达
96.01%；抗菌药物阿奇霉素片从 7.27
元/片降到1.02元/片，降幅达85.94%；还
有抗癌药紫杉醇从 1500 元/支降到 780
元/支，降幅达48%。

此次集中采购药品于 4 月 30 日在
利州区全区公立医疗机构正式售出，实
实在在让利于民。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试点是国家医疗保障局为减轻群众负
担，解决“看病贵”“药价贵”问题、以及
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举
措，对于降低虚高药价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国家组织药品带量采购，以量换
价，让药价明显降低、让医疗机构采购
成本下降，切实减轻患者负担，提高医
保基金的使用效率。

利州区启用第二批国家集中采购药品

本报讯（记者 孙红敏）“今年合作
社采用的这批新型机械，在小麦收割的
同时直接将秸秆粉碎还田，大大提高了
工作效率”，5月 19日，在利州区君兴植
保农民专业合作社荣山岩窝小麦种植
基地内，该合作社负责人张连军，指着
眼前正在收割小麦的大型收割机说。

近年来，利州区在高效落实国家强
机惠农政策的同时，积极培育发展农机
合作组织，大力推广农机化新技术新机
具，农机装备水平和结构都有了很大提
升和改善，全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到65%左右。

“以前人工收割不但费时还费力，
首先要将收割好的小麦运去脱粒，再将
脱粒后的秸秆粉碎还田，这样一来二
去，眼前这十余亩麦田，20 几个工人一

天才能收割完，现在一个人操作一台机
器，一小时内就能完成。”张连军介绍
说，该合作社共流转土地200多亩，大小
机械十余台，相较之前人工收割，现在
的机械化收割大概节约成本70%以上。

“全面禁烧，光靠堵不行，还要全面
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利州区农业
农村局工作人员王友奎说，随着小春作
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田间农作物秸秆露
天焚烧现象极易发生。为此，利州区在
加大秸秆还田宣传的同时，为全区14个
乡镇（街道）免费配备了129台秸秆粉碎
机、16 台小型收割机和 46 台多功能粉
碎机，大力推广机械化作业。

目前，利州区通过秸秆肥料化、饲
料化、基料化、能源化和原料化，全区秸
秆综合利用率达94%。

农机闹“双抢”秸秆全还田

本报讯（许露洁 记者 郭桂花）近
日，记者从大石镇了解到，广元市吉香居
食品有限公司与大石镇冠山村鹳山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正式签约萝卜订单种植。

据悉，近年来，冠山村在利州区自
然资源分局的对口帮扶下，基础设施条
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依托蔬菜种植脱贫
致富的农户也越来越多。今年，为进一
步让脱贫产业提质增效，确保贫困群众
稳定增收，经利州区自然资源分局的协
调，冠山村与广元市吉香居食品有限公
司携手，采取“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

模式发展订单式萝卜种植。合同约定，
吉香居食品有限公司负责提供部分生
产资料、种植和管护技术，合作社负责
田间管理、采摘分级和运输。该订单种
植涉及面积达200余亩，产量700吨，按
380元每吨的价格进行收购，同时，还免
除了合作社合同定金。

此次签约的“订单农业”，将有效解
决冠山村蔬菜销售路窄量小的后顾之
忧，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每年增
加20余万元，为全村打赢脱贫攻坚战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冠山村：“订单农业”助农增收

本报讯（张顺天）近年来，利州区特
色产业全面发展，在盘活青山绿水优势
的同时，书写出各具特色的“致富经”。

采摘、去尾、装箱、晾晒……5 月 19
日，在白朝乡徐家村香菇产业园内，工
人们一片忙碌。从本月初起，该园区智
能光伏大棚内的 10万余椴香菇已陆续
成熟，由当地 10多位脱贫户负责采收，
剩下的200万椴香菇也将在一个月内陆
续成熟销售。

“目前香菇是供不应求，棚里的每
根菌棒的平均产量达得到半斤左右，市
场价格一般都在8元以上。”白朝乡徐家
村香菇产业园负责人谢正涛说。

据了解，白朝乡徐家村香菇产业园
通过以产业大户带动周边贫困户和农
户的方式，通过股权量化财政扶持资金
平均给贫困户入股，利用流转闲置土
地、园区务工、提供种植原材料、学技术
代种植和盘活闲置资产等多种渠道，仅
在去年，当地就实现了人均年收入过万
元，有效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每天采菇差不多400斤左右，一天
工钱有八、九十块钱，一个月能挣 2700
元左右。”村民徐秀兰说，在家门口就挣
了钱，而且还把老人小孩都照顾到了。

在大石镇高坡村集体经济产业园
内，10 万余株山葵正伴着暖阳茁壮生
长，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这两天我们正在除草，要确保山
葵长得越来越好，再过一个月左右就可
以采收了，预计今年收入在 3 万元左
右。”村民孙朋莲说，山葵浑身都是宝，
从花苔、茎干到根部都能出售，每年靠
着园区务工加上年底的分红，他收入超
万元以上。

曾经的高坡村被形容为“山高坡陡
粮难种，土地瘠薄枉流泪”。但在脱贫
攻坚中，这里悄然发生了改变，特别是
2017年村里引进企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山葵成为当地的主导产业。如今，高坡
村不仅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产业发展
也蒸蒸日上。

产业发展聚活力 山村谱写“致富经”

本报讯（岑凤英）“以前办理参保既
找不到地方，也不晓得流程，现在方便
太多了，在哪个窗口、怎样办，都标的清
清楚楚。”在宝轮镇便民服务中心医保
窗口，前来为刚出生的女儿办理医保参
保的王开满如是说。

今年以来，为进一步加强医疗服务
保障体系建设，探索区、乡镇（街道）、村
（社区）三级医保常态化服务机制，利州
区医保局通过一窗、一标、一牌、一栏、
一套、一批“六个一”，打造医保窗口标
准化建设，不断完善基层医保服务平
台。

在乡镇（街道）设置一个独立的医
保窗口，固定一名专业人员为参保群众
提供政策咨询、医疗保险参保、医疗费
用报销、医疗救助等服务，让辖区参保
群众诉求有渠道、解困有平台；统一服
务标识，即“中国医疗保障”英文的缩写

“CHS”，凸显“便民、快捷、公正、贴心”的
综合受理模式，传达“民生为本，服务至
上”的服务承诺；在窗口醒目的位置，亮
出工作人员身份牌、岗位职能职责等一
系列指示牌，让办事群众一目了然；设
置医保政策宣传栏。在服务窗口摆放
医保政策宣传资料、张贴打击欺诈骗保
宣传画，方便群众了解相关政策，让群
众积极参与打击欺诈骗保活动，共同维
护医保基金安全，同时，在服务窗口张
贴医保自助缴费二维码方便群众缴费；
将业务办理流程制作成一套规范的办
事指南，办事群众即可准确、直观地理
解办事流程；打造一批示范点，在全区
乡镇（街道）先选择 3—5个窗口打造标
准化建设示范点，形成创建一批、影响
一面、带动一片的良好效应，最终实现
全覆盖。目前已打造宝轮镇、南河街道
两个标准化示范点。

利州区医保局

打造窗口标准化建设
提升基层服务水平

昝琪 本报记者 李霞

“再排空一次水，就可以喝上干净、
安全的水了。”5月 6日，施工人员正在利
州区大石镇石笋村给蓄水池进行第二次
排水，排水后蓄水池即将投入使用，该村
84位村民将告别“吃水难”。

大石镇石笋村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
贫困村，4月 13日，利州区纪委监委对全
区脱贫攻坚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时，发现该村虽然自来水管网已经入户，
但由于喀斯特地貌地下缺水，住在地势
较高的村民，一遇干旱少雨天气，就为吃
水发愁。

“去年天旱，从11月起就去别的队上
挑水吃，每次来回得一个多小时。一盆
水洗了衣服还浇菜，洗了脸还洗脚。像
我这样腿脚不方便的，只有等着别人来
帮忙。”说话的村民严映福是石笋村七组

的贫困户，由于双腿残疾行动十分不便，
遇到旱季，吃水成了他最大的生活困难。

“我们村每一个村民组都有一个供
水点，但供水点比较分散，由于蓄水量比
较小，受季节性影响比较大，一到枯水
期，就出现缺水情况。”驻村第一书记母
中华说到。

全面排查，积极督导修建蓄水池
“一滴水关系着大民生，是脱贫攻坚

必须完成的硬指标。今天我们就从石笋
村入手，对村民缺水问题进行逐一排查，
立行立改，确保群众喝上放心水。”督查组
商量对石笋村缺水情况进行全面摸底。

走出严映福家，督查组 6 人分头行
动，一边联系当地村干部，一边继续在村
子里排查，花了两天时间，走遍了全村
149户人家。通过走访，督查组发现主要
是六、七组的25户村民缺水。

调查了解整体情况后，督查组当晚
就联系了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和当地党
委政府并告知这一情况。第二天，镇政
府组织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测。据大石
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张磊介绍，石笋村
有许多地方因为地理条件限制，找不到
水源点，无法通过集中供水解决，蓄水池
能一定程度上解决贫困群众的季节性缺
水问题。经过论证，镇政府决定以修建
蓄水池的方式解决石笋村吃水难问题。

立行立改，确保群众喝上放心自来水
4月 16日，蓄水池选址在石笋村七组

焦园子（小地名）处，建设面积50立方米。
4月 18日，蓄水池修建正式开工，村

组干部带着15个村民一起凿石、挖土、提
土，整个场面热火朝天。

4 月 25 日，蓄水池的底板工程正式
完工，夯平池底、倒20公分混凝土、砌砖、

抹面。
……

“以往人吃水都成困难，更别说猪、
牛这些了，现在工程完工后不仅我们可
以喝上干净的水，牲畜也不缺，村民也有
心发展产业了，都盼着呢。”石笋村村主
任凡清山高兴地说。

“饮水安全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百
日总攻的‘硬杠杠’，一丝一毫都马虎不
得，不仅要让群众喝上方便水，还要喝上
安全水、放心水！”利州区纪委常委宋平
表示，目前绝大多数贫困地区的缺水问
题都得到了解决，但还有一些贫困村存
在供水量不足、水质难保障的问题，饮水
安全成了制约这些贫困地区巩固提升的
瓶颈，督促解决类似问题将是他们下一
步工作的重点，以此全面打通服务群众
生产生活用水“最后一公里”，确保群众
喝上“稳定水、干净水、放心水”。

立行立改，让村民喝上放心水

6行高速机插秧、小麦油菜机收、秸秆粉碎还田……连日来，利州田间地头
机器轰鸣，抢种抢收一片忙碌。近年来，利州区在高效落实国家强机惠农政策
的同时，积极培育发展农机合作组织，大力推广农机化新技术新机具，农机装备
水平和结构都有了很大提升和改善，全区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到65%左右。 王友奎 摄

农机助力“双抢”忙

美丽广元美丽广元 利州风光利州风光

皇泽寺皇泽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