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时事/要闻
审稿：朱长青 责编：严 立 版式：严 立 总检：尹一冰 2020年12月2日 星期三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肖坤林

10 月 28 日，“中国—东盟共建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参访团的国际友人走进花垣县十八洞
村。村民石拔专、龙先兰等人自豪地向外国朋友
讲述自己脱贫的故事。

“这是我们村里的‘脱贫宝宝’。”十八洞村第
一书记孙中元指着龙先兰手里几个月大的孩子龙
思恩说。几位外国友人顿时围过来，抱起龙思恩。
龙先兰曾经颓废过，日子得过且过。脱贫攻坚以
来，他脱了贫、脱了单，还喜得千金。如今，十八洞
村村民都与龙先兰一样过上了幸福新生活，自信
和喜悦洋溢在脸上，给外国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
富的主体。湖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改进帮
扶方式、实施正向激励、加强技能培训，让贫困群
众的心里热起来、脑子转起来、身子动起来，变

“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我能脱贫”，激发贫困
群众内生动力。

心里热起来
——改进帮扶方式、补齐“精神短板”，变“干

部干、群众看”为“干部群众一起干”

脱贫攻坚千难万难，最难的是振奋贫困群众
精神。精神起来了，万事好办了。

10月25日，邵阳市双清区渡头桥镇新渡村村
民姚伟林正在自家承包的大棚蔬菜基地忙碌着。

2014年，因缺技术，不会做事，不愿做事，姚
伟林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驻村帮扶工作
队和镇村干部多次找他谈心，为他鼓劲。姚伟林
的“斗志”被激发，他承包大棚种植无公害蔬菜，
去年收入6万余元。“好日子是干出来的！”姚伟
林说，只要不等不靠，就能早日脱贫。

“扶贫先扶志，改变以往给钱给物的帮扶方
式，变‘干部干、群众看’为‘干部群众一起干’。”
省扶贫办副主任黎仁寅说，以前扶贫，主要是送
钱送物，可送的钱花完了，村民们又陷入了贫困。

改进帮扶方式。省扶贫办出台《关于深入开
展扶贫扶志扶智行动的实施意见》，要求对低保、
老弱病残、惠民政策规定以外的贫困人口不再简
单发钱发物，杜绝“保姆式”扶贫。

通过开展扶志教育、加强技能培训、改进帮
扶方式、引导贫困群众发展产业、促进贫困群众
稳定就业、强化示范引领、夯实基层组织、倡立文
明新风、加强不良行为惩戒、加大文化供给、壮大
集体经济、加强组织领导等12条措施，为贫困群
众补齐“精神短板”。

将扶贫与扶志相结合。湖南运用“村村响”、
村内宣传栏、文化墙、移动客户端和农村远程教
育等平台，大力宣传党的脱贫攻坚决策部署等；
通过脱贫攻坚“农民夜校”“讲习所”“道德讲堂”
等阵地，组织党员干部、技术人员、致富带头人、
脱贫模范等开展扶志教育。

为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提供干事的平台和机
会。全省各地大力推广自建、自管、自营等方式，
鼓励贫困群众自力更生投工投劳建设美好家园。
采取生产奖补、劳务补贴等方式，组织和动员贫
困群众参与乡村公益工程建设和帮扶项目实施。
大力开发河道清淤、环卫保洁、生态护林等就业
扶贫特设岗位，支持贫困群众通过自己的劳动实
现脱贫。

贫困群众的心热起来了。去年，永顺县贫困
户向德仁仅通过参加村道建设和农网改造，务工
收入超过8000元。目前，全省已有7万余名贫困
劳动力通过河道清淤、环卫保洁、生态护林等就
业扶贫特岗实现脱贫。

脑子转起来
——加强技能培训、实现稳定脱贫，变“不会

干”为“我能干”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贫困地区农民
缺乏技能，既是致贫原因，也是脱贫“短板”。

今年2月28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
大学校长邹学校接到了一项新任务：赴基层一线
开展科技帮扶。当天，包括邹学校院士在内，我省
选派了736名科技人才，赴基层一线开展为期一
年的科技帮扶，指导贫困群众发展生产，教授贫
困群众专业技术。

掌握一门技能，实现脱贫致富。湖南通过加
强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社会化教育和技能培训，

提升贫困人口的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支持贫困
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长久稳定脱贫。

按照“一户一门增收技术、一户一个增收项
目、一户一个产业工人”的目标，制定职业技能培
训方案，开设符合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特点的培
训课程。对贫困家庭“两后生”（指：初、高中毕业
未能继续升学的贫困家庭中的富余劳动力）开展
定点、定员、定向、定岗免费技能培训。

按照需求导向、就业导向，围绕产业发展与
企业用工需求，建立健全“输出有订单、计划到名
单、培训列菜单、政府后结单”的“四单”模式，将
符合条件的贫困劳动力纳入职业培训补贴范围，
补贴标准比普惠标准上浮 70%，并给予生活补
助，实现“技能培训一人、转移就业一人、帮助脱
贫一户”。今年以来，全省已完成贫困劳动力素质
提升培训8万人。

开展科技下乡，将技能送到贫困群众家门
口。湖南组建51个科技专家服务团队，每年选派
6000余名科技特派员和“三区”科技人才，深入
乡村为贫困户提供技能培训，确保每名贫困劳动
力至少掌握一门致富技能。

大力开展技能脱贫行动，全省30家骨干技
工院校与51个贫困县精准对接。目前，全省技工
院校已招录贫困家庭学生1.6万人，累计免费培
训贫困家庭“两后生”6.23万人，有力解决了贫困
代际传递问题。

脑袋富了，路子宽了。东安县井头圩镇蒋家
园村贫困户周二平因缺技术致贫，通过参加镇里
举办的养殖培训班，掌握了养殖技术，如今，不仅
脱了贫，还成了村里有名的养殖专业户。

身子动起来
——通过正向激励、激发内生动力，变“不想

干”为“我要干”

10月15日，记者与平江县梅仙镇党委书记
曾要军一起走访贫困户。有一户却“闭门而走”，
原来这户被村里评为“家风不合格家庭”，听闻记
者要来，羞于见人。

要实现长久稳定脱贫，必先激发贫困群众内
生动力。梅仙镇在全镇推出以家庭为单元、以村
级为主体、以民约为依据的优良家风建设活动，
从“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规守法、勤俭持家、和
睦邻里、爱护环境”6个方面，每年对全镇每个家
庭进行一次家风等级评定，将结果公之于众，并
对照评定结果进行奖优罚劣。

“效果‘立竿见影’！”曾要军说，被评为“家风
不合格家庭”的，没有哪一户不觉得惭愧，都想立
马整改“摘帽”。

培育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观念。湖南
引导广大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实现脱
贫致富。贫困群众的身子动起来，主动干起来。

省扶贫办每月选取20名奋战在脱贫攻坚一
线的典型人物，推出“脱贫攻坚群英谱”，在主流
媒体宣传推广；在全省开展“百名最美扶贫人物”
评选，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

上榜“脱贫攻坚群英谱”的湖南七七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淑亭，身残志坚，创办公司
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城步苗族自治县贫困户
黎相焱曾因腿部残疾，自卑消沉，看了杨淑亭的
事迹，大受感动，树立信心，成功脱贫。

在贫困乡村，大力开展“星级创新”“文明家
庭评选”等正向激励活动。每周推出“脱贫攻坚光
荣榜”，张榜公示脱贫攻坚中的先进村民；组织脱
贫模范等开展扶志教育，请身边人讲述身边事。

株洲市渌口区将诚信守法、团结友善、勤劳
上进等 10 项内容作为评星标准，实施“脱贫立
志、星级创建”机制，入选国务院扶贫办编写的

《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案例选编》，在全国推广。
新晃侗族自治县华南村创办“垃圾银行”，引

导村民将烟头、纸箱等垃圾分类整理，存进“垃圾
银行”，一举破除了村民乱扔垃圾的陋习。2019
年，华南村被评为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贫困群众发愤图强的
意志和“我要脱贫”的行动，凝聚起强大的自我发
展能力。全省747万贫困人口依靠自身努力和政
策优势提前脱贫摘帽，剩余19.9万贫困人口已全
部具备脱贫条件。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三湘儿女以勤劳的双手
和顽强拼搏、一鼓作气的姿态在脱贫攻坚的道路
上奋勇前进。

好日子是干出来的
■ 脱贫致富贵在立志，只要有志气、有信心，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
■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
■ 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
■ 要把扶贫同扶志结合起来，着力激发贫困群众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的

主动性，着力培育贫困群众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观念，引导广大群众依靠勤劳双
手和顽强意志实现脱贫致富。

——习近平

（上接1版①）
作为全省第一人口大市，邵阳老百姓对

公共卫生服务提质的需求最为迫切。但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点多面广，加之受限的财力与
医疗服务水平，改革面临重重压力。

“公共卫生是最大的民生”。市党政主要
领导坚定不移推动医改政策落地。市里成立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市长任顾
问、常务副市长任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副组
长，卫健委、医保局、发改委、财政局、人社局、
编办等11个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任组员，12
个县市区成立同等规格组织机构。

11 个成员单位按照“分工协作、融合推
进”的原则，确保各项医改政策落地的同时，
市、县两级还组建医改专职指导队伍，每年拨
付医改专项经费，鼓励各县针对实际情况精
准施策，探索改革新路径。

近年来，邵阳市财政对医疗卫生的支出
逐步提高，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由6%提高到8%，每年召开医改相关工作推
进会议8次以上。

化解资源瓶颈 向“最末端”发力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
2015年，武冈市传来医改强音——全市

所有村（社区）建设规范化村级卫生室，推行
“一村一医一室”政策，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
有了最基础的保障。

“以前我们的医疗资源分布呈‘下疏上
密’的倒金字塔结构，80%的资源集中在市、
县，20%的资源分布在乡、村，只有把医疗资
源沉下去，才能打破这种资源分布的区域失
衡。”邵阳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任刘晓江说。

2016年8月，邵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10次会议决定，在全市推广武冈经
验，启动以村级卫生室规范化建设为主要内
容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截至目前，已有
3367个村和社区完成规范化基础设施建设，
基本实现“一村一医一室”全覆盖。

突破口一旦打开，改革之势便如利刃破竹。
——分级诊疗制度从理论变为现实。辖区

内所属医疗机构与省级三甲医院联盟共组建
24个医疗集团、79个专科（专病）联盟、70个县
域医联体、47张远程医疗协作网。8家综合医院
开设高血压专科门诊，3家三级综合医院开展
多学科诊疗，10家二级综合医院启动5大中心
建设，12家二级综合医院建立县域远程诊断中
心。基本实现首诊在基层，小病进基层，大病到
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就医格局。

——医疗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公立医院
100%实行按病种收费，患者按比例付费，医保
按比例报销，医院按照临床路径治疗。实现了

基本医保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和跨省就医费用
异地直接结算。患者负担减轻，报销更方便。

——基层卫生服务能力显著增强。累计
新增1000名全科医生深入基层，乡、村两级
基层卫生服务人数超过1万名，28家乡镇卫
生院被评为全国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12家
公立医院下沉基层联点传输优质医疗技术，
基层诊疗能力不断升级。“十三五”期间，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增长70%，乡镇卫生
院出院人数增加100%。

“新医改十年，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
急诊就诊人次比例达到70%以上，住院人次
比例达到 20%以上，区域内就诊比例达到
90%以上。这份数据是老百姓用‘脚’投票的
结果，也是改革最深入人心的成效。”邵阳市
卫健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田清良说。

转变健康理念 向“新趋势”迈进

功能齐全的影像CT区、住院楼、先进高
端的诊疗设备……在武冈市人民医院邓家铺
镇分院，前来看病和进行常规体检的村民对
医院的诊疗水平相当满意。“家庭医生检查发
现我最近血糖指标升高，今天过来再检查一
下。”岩口村村民黄建军说。

随着新医改深入推进，城乡公共卫生服
务从“治病”转向“防病”。邵阳市12个县市区
全面掀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热潮，定期体检、
慢病管理、重病预防成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
的新内容。

截至目前，全市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
1647 个，常住人口签约 271.4 万人，签约率
36.8%。签约后家庭医生团队能够按时为签约
群众做好免费体检、上门家访、健康管理等服
务，获得了签约群众的好评。

“医改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少生病，
甚至不生病。通过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及时
监测身体状况，不但能抢抓诊疗时机，节省个
人开支，还能降低社会医疗资源损耗。”邵阳
市卫健委副主任俞坤说。

近年来，邵阳市不断加大健康科普力度，
组建健康科普专家团、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广泛开展各类疾病预防知识宣传普及活
动，并于今年成立健康教育所，引导老百姓提
高自我保健意识。

邵东市宋家塘街道青龙村，村民周素梅
经常头晕却不以为然，家庭医生上门检查后
才得知患了高血压，开始服药治疗。“听说这
个病很容易中风，想起来都后怕，幸亏有家庭
医生。真是治病不如防病呀。”周素梅感慨道。

我们相信，民众健康意识的觉醒，会让邵
阳在这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长跑中，
克难攻坚，取得新的突破。

（上接1版②）重点部位森林火灾违法行为的
清查督查力度，加强应急值守和火险调度，严
格执行卫星热点2小时反馈制度，最大限度
控制和减少森林火灾的发生。针对冬春季火
灾高发时段特点，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
所、危化品等火灾高风险场所，拉网式排查整
改隐患，抓好“小微企业”“多合一场所”、群租
房、老旧小区等场所的分类治理，大力宣传居
民安全用火、用气、用电以及安全取暖知识，
全力防范煤气中毒和小火亡人事故。

市安委会要求，要集中做好元旦、春节等
出行、旅游高峰期的交通安全防范，重点做好

“两客一危”车辆，货车超限超载，非法营运，马
路市场反弹，风险隐患路段，非法改装车辆，农

用车、工程车载人，野蛮驾驶、违法驾驶行为等
集中整治，坚决遏制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岁末
年初，建筑工地抢工期、赶进度的意愿强烈，要
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做好寒潮大风雨雪恶
劣天气下的施工安全防范应对，严防因违规指
挥、违规操作、违反劳动纪律造成安全事故。春
节前是烟花爆竹销售旺季，要严格查处超量、
超规格经营、储存现象，严厉打击非法运输、储
存、经营烟花爆竹行为。要加强节假日大型文
化娱乐活动和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控，严防发
生拥挤、踩踏等伤亡事故。要全面落实电力、燃
气、民爆物品、特种设备、农业机械、旅游等其
他行业领域的安全防范措施，坚决守住岁末年
初这一关键时期的安全稳定。

解 锁 健 康“ 密 码 ”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日电（记者施雨岑
罗鑫）160年前，圆明园惨遭焚掠，自此下落不
明的马首铜像12月1日回归故园。国家文物局
当天正式将圆明园马首铜像划拨北京市海淀区
圆明园管理处收藏，宣告这匹“骏马”成为第一
件回归圆明园的流失海外重要文物。

马首铜像的“回归之路”凝聚了多方努力
——2007 年，它现身拍卖市场，被港澳知名企
业家、爱国人士何鸿燊出资购回；2019年，在国
家文物局积极推动下，何鸿燊决定将圆明园马
首铜像正式捐赠国家文物局；在捐赠仪式上，国
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宣布，要送马首铜像“回
家”，回到原属地圆明园。

1日，《百年梦圆——圆明园马首铜像回归
展》亮相正觉寺。展览以马首回归为主线，分为
圆明重光、万园之园、马首回归三个单元，展出
文物、照片等共约100组件，将作为正觉寺基本
陈列持续展出。

“骏马”归园！
160年来第一件！

12月1日，马首铜像在圆明园正觉寺文
殊亭陈列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