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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7 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新春
佳节将至，双清交警大队民警陈浩站
在凛冽的寒风中，有序疏导交通，劝导
行人。

7天前，即1月10日，在湖南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2023年中国人民警察节庆
祝大会上，1989年出生、2010年从警的
陈浩捧回了“全省最美基层交警”奖杯
和证书。

从警12年，陈浩扎根基层，处理交
通事故 5500 余起，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7900多起，服务群众5000余人次，曾获
全省“党的十九大交通安保维稳工作”、
全省“公安机关春运道路交通安全保卫
工作”、全省“百日会战”成绩突出个人
三项省级荣誉，并荣立三等功 2 次、获
得嘉奖3次。

创新思路破难题

在双清交警大队，陈浩有一个响当
当的绰号——“破壁机”，这个绰号是他
们大队长邓星平帮他量身打造的，是对
他创新精神的高度肯定和褒奖。

邵阳大道与建设路交叉口是双清
区交通流量最大、交通环境最复杂、车
辆通行速度缓慢的一个交通路口，备受
社会各界关注。2022 年 5 月，为提高该
路口的通行效能，大队领导将这个“难
题”的破解任务交给了陈浩。

接到任务后，陈浩每天起早贪黑，
接连在路口坚守半月，通过反复论证和
实践，向大队提出了“引入自适应式红
绿灯，自动调节红绿灯时间；改变红绿
灯通行模式，调整为先左转后直行；非
机动车道铺设陶瓷颗粒，规范非机动车
通行；设置行人专用护栏，保障行人通
行安全；划设车辆行驶引流线，引导车
辆做好通行准备；完善交通标志标线，
增加行人二次通行设施；培训民警、辅
警人工控制红绿灯，应对突发交通拥堵
情况；利用路口周边商场和工厂空地，
引导车辆临时停放”八项措施，对该路
口交通通行效能进行全面优化增效。现
在，该路口通行效能明显提升，由原来
每一个绿灯时间只能通行 18 台车，提
高到通行 31 台车，通行效能上升了
70%，交通事故数下降了80%。

利剑出鞘查违法

根据工作安排，双清交警大队四中
队具体负责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陈浩作为该中队的负责人，他带领
中队民警、辅警，以“交通问题顽瘴痼
疾”和“减量控大”整治为主线，常态化
开展整治行动，净化交通环境。结合农
村酒驾交通违法管理实际，陈浩独创了

“察、观、测”“三字”工作法，高效整治酒
驾违法行为，全面提高了大队民警、辅
警的安全防护意识和查处精准度。

2022 年年初的一个深夜，陈浩带
领中队民警、辅警在渡头桥镇新渡村
例行检查时，一辆白色别克小型汽车
因突然靠边停车，被中队观察岗查获。
陈浩走到车旁，发现该车男性驾驶员
神色慌张，且闻到车里传来浓浓酒味。
陈浩按照“三字”工作法，迅速启用最
小作战单元实战模式。起初，该驾驶员
拒不配合执法，经过陈浩耐心教育，该
男子终于下车承认自己酒驾，并主动
配合民警进行执法。经查，该驾驶员血
液送检化验结果为 160.21mg/100ml，
系醉驾。

据悉，陈浩带领的四中队一直是双
清交警大队查处各类交通违法犯罪的
标杆，仅2022年以来，该中队便查处酒
驾违法行为140余起，办理醉酒危险案
30余起，为农村地区国省道的道路交通
安全形势平稳打下了坚实基础。

心细如发寻疑踪

侦破交通事故逃逸案件是交通管
理的重点、难点工作。陈浩坚信“不会办
案的警察不是好警察”，他主办和协办
的逃逸案件侦破率达到98%，有力打击
和震慑了交通逃逸违法人。

2021 年 10 月 11 日凌晨，辖区鸡笼
村路段发生一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相
撞的交通事故，造成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受重伤，但摩托车驾驶人驾车逃离现
场。接警后，陈浩迅速赶赴现场勘察，由
于掌握线索较少，给案件侦破带来相当
大的困难。通过现场勘查和多方走访，
很快确定了涉嫌逃逸车辆的品牌和颜
色，以及逃离方向。又通过近 6 个小时

的连续侦查，发现该肇事车为套牌车
辆，无法确定嫌疑人身份，案件一时陷
入僵局。困难面前，他毫不气馁，反复勘
查现场，不断采用侦查手段，对嫌疑人
可能逃离的路线进行对比分析。经过一
个星期夜以继日地排查，他终于锁定了
嫌疑车辆踪迹和肇事者住址，将犯罪嫌
疑人一举抓获。为此，伤者家属特意送
来锦旗致谢。

赤诚为民守初心

“有困难找警察，群众找来了固然
要帮，没找来我们看见群众有困难也要
主动帮。”这是陈浩“为民服务”最真实
的体现。

2022年3月12日，天气阴冷，陈浩
在邵阳大道煤机厂路口巡逻时，发现一
名老大娘在路边掩面啜泣。他主动上前
询问，从老人词不达意的回答中，陈浩
了解到老人来自大祥区樟树垅。于是，
他马上带着走失老人，沿着樟树垅不停
寻找，历经 3 个多小时走访，老人终于
遇到熟人。在一个偏僻的小巷里，一名
群众称他认识老人，他这才把老人安全
送至家中。老人的儿女万分感谢。

近年来，群众赠送给陈浩的锦旗
一面又一面，他热心为民服务的故事
说也说不完，也被群众亲切称为“陈
好”。陈浩用自己的赤诚之心赢得了群
众称颂。

“ 最 美”的 风 景 在 路 上
——记“全省最美基层交警”陈浩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唐杨威 通讯员 罗伟洪 伍先安 “原以为我母亲的病要到
省医院去治疗的，没想到，县人
民医院只用3天就治好了。家
门口治重症既便捷又省钱，真
好。”近日，新宁县黄龙镇的尹
先生为母亲周女士办理出院手
术后感慨地说。

周女士今年56岁，长期血
压不稳定，近期有腹痛伴恶心
呕吐，黄龙镇卫生院医生建议
她到总院治疗。县人民医院经
检查发现其左侧肾上腺上有直
径约2cm大的肿瘤，考虑为肾
上腺腺瘤。该院泌尿外科团队
采用后腹腔镜下肾上腺肿瘤切
除术，手术历时1个小时，术后
患者恢复良好，住院 3 天出
院。这是新宁县建立县域医疗
集团以来的一个缩影。

2022 年 以 来 ，新 宁 县 以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宗旨，
根据本地实际，在医疗改革中
求真务实，充分依托现有医疗
资源，着力解决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畅通“生命绿色通
道”组建“医疗集团”。运行以
来，成效显著，能开展二级手术
的乡镇卫生院增加到 3 所，县
级公立医院三级、四级手术开
展较 2021 年增长 10.2%；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数占比
61.12%，较2021年上升1.12个
百分点，赢得当地群众好评。

新宁县卫健部门负责人介
绍，2022年该县组建了以县人
民医院、县中医医院为龙头，乡
镇卫生院共同参与的2家县域
医疗集团。县里出台了《新宁
县卫生健康局紧密型医疗集团
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试行）》《新
宁县医保基金预警监控方案》
等系列文件，充分发挥政策的
引导作用，让医疗集团建设有

据可依、有制可循，并对乡镇卫
生院实行“公益一类财政保
障”，工资待遇全额保障、绩效
总量增加，极大提振了基层医
务工作者的信心，为医疗集团
有效运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同
时该县改革医保支付方式，将
年度医保基金收入总额扣除大
病保险、精神病诊疗费用、10%
风险金后，按照“总额控制、结
余留用、超支合理分担”支付原
则，交由医疗集团包干使用，充
分发挥医疗机构医保资金使用
能动性和控费主动性。

新宁县还以基本医疗服
务能力同质化提升工程为基
础，实行对口联系帮扶机制，
即县级医院对口支援6所中心
卫生院，县中医医院支援 6 所
乡镇卫生院，并根据不同地域
疾病谱有针对性地打造特色
专 科 建 设 。 全 县 先 后 投 入
2000 余万元用于“互联网+医
疗健康”信息化建设，乡镇卫
生院分别与县人民医院建成
远程诊疗平台。通过健康扶
贫远程诊疗平台和全民卫生
健康信息系统，有效推进“互
联网＋医疗”，促进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使“下级检查、上级
诊断”变为现实。

为稳定基层服务阵地，新
宁县根据乡镇疾病谱、人员结
构、业务发展、群众需求等综合
因素，重点帮扶乡镇中心卫生
院。其中，县人民医院帮助马
头桥镇中心卫生院强化外科建
设，重点拓展胸痛专科的应用；
县中医医院帮助高桥镇中心卫
生院打造中医药专科品牌，重
点推广针灸、拔罐、贴敷等特色
诊疗，让老百姓就近可享受县
级专家团队的医疗服务。

新 宁

组建医疗集团缓解群众看病难
邵阳日报通讯员 杨 坚 伍 颉

邵阳日报讯 （记者 罗俊 通讯员
杨昌泉） 1月10日，我市农民工市民化
样板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双清区邵水桥社
区召开。

目前，我市有双清区邵水桥社区、保
宁街社区、北塔区资新社区、新宁县北兴

社区、隆回县横江社区、绥宁县产业开发
区6个省级样板建设单位，6个社区、2个
园区为市级农民工市民化样板建设单
位，12个县市区现共有样板建设点14个，
实现了县市区全覆盖。

下一步，我市着重提高农民工服

务工作体系和服务能力现代化水平，
帮助在本地就业创业的农民工实现观
念更新、技能更强、收入更高、生活更
便捷，帮助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
农民工认识城市、认同城市、融入城
市，努力实现“一基四化”，推进实施农
民工就业市民化、生活市民化、服务市
民化、社会权利市民化。同时递进式解
决农民工急难愁盼问题，让农民工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为我市农民工服务
工作增光添彩。

大力提升我市农民工市民化样板建设水平

为农民工服务工作增光添彩

邵阳日报讯（记者 罗俊
通讯员 王慧婷 吕超） 1 月
11日，市就业服务中心联合邮
储银行邵阳分行在北塔区茶元
头街道刘黑社区开展“湘融湘
爱 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

当天上午，在刘黑社区服
务中心前坪，市就业服务中心工
作人员身着红色志愿服，为居民
们发放《农民工服务保障政策法
规知识50问》《重点企业用工手
册》《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指南》等

宣传资料，介绍我市2023年度
“湘融湘爱·三湘邮情”活动相关
内容。工作人员还为居民讲解如
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以及创
业能享受哪些扶持政策等，解答
居民相关咨询，还义务为居民写
春联送春联。

活动结束后，市就业服务
中心与邮储银行邵阳分行工作
人员走访慰问了社区困难老人，
为他们送去米和油等慰问物资，
并向他们宣讲用火、用电安全。

市就业服务中心联合邮储银行邵阳分行

入 社 区 送 温 暖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王茜霆 周旭芳） 1月
14日晚，武冈团市委组织百余
名学生在“红小帽”志愿者、家
长的陪伴下，以亲手做鱼灯，送
鱼灯、送春联的方式，为奋战在
一线的环卫工人、交警、医务人
员等送上新春的祝福。

活动现场，孩子和家长在
志愿者的帮助下，按照步骤，量
竹条长度、裁剪、拼接、粘贴、糊
纸……分工合作，有条不紊进
行鱼灯的制作。

“想把做好的鱼灯送给护
士姐姐，她们真的辛苦！”学生
戴瑀萱一边和妈妈给鱼灯上
色，一边说出自己的打算。

鱼与“年年有余”“富足有

余”的“余”字谐音，鱼便在人
们心中成了幸福、美满吉祥的
象征。因此，鱼灯也是太平灯、
幸福灯。经过 3 小时的用心制
作，一个个五彩缤纷的鱼灯呈
现在大家眼前。孩子们迫不及
待地将一盏盏承载着祝福的
鱼灯送到坚守在一线的医务
人员手中。

在武冈市步行街，武冈团
市委还组织孩子们把一副副充
满美好寓意的春联，送到正在
执勤的交警和正在打扫的环卫
工人手中。“警察叔叔，您辛苦
了，提前祝您新年快乐！”“环卫
阿姨，谢谢你们，你们辛苦啦！”
孩子们清脆的声音和温暖的身
影，交织成冬日里动人的景象。

武冈百余名学生为一线工作者做鱼灯、送对联

学子表寸心 节前送吉祥

陈浩在颁
奖地留影。

1月13日，武冈市水

西门街道的一家贸易市

场，顾客在选购过年喜庆

饰品。春节临近，该市年

货市场货源供应充足，品

种丰富，前往市场采购年

货的市民络绎不绝。

邵阳日报通讯员

滕治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