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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了《戳穿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 的 外 衣》这 部 微 电 影 ， 很 受 震 撼 。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必须时刻牢
记‘六大纪律’，做到严于律己、警钟
长鸣……”连日来，鄢陵县纪委监委全
面推进“党纪党规进基层”廉政教育活
动，通过“一讲四送一参观”（讲好一堂
党纪党规课；采用四种形式送党纪党
规 到 镇、村 居 ；参 观 鄢 陵 县 党 史 陈 列
馆、廉洁主题公园和红船雕塑）的廉政
教育模式，让廉洁教育之花绽放在广
大基层党员干部心田。其中，“四送”
环节中的送党纪党规漫画书籍、送廉
政微视频更是在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中
引起热议。

为切实发挥廉政教育作用，改进
基层干部工作作风，消除廉政教育末
端“盲点”，该县纪委监委积极部署，下
发《关于开展“党纪党规进基层”廉政
教育的工作方案》，要求该县 386 个村

（居）“两委”干部关注“清风莲城”公众
号，在村（居）办公电脑桌面、电子书屋
添加快捷方式，实现一键登录；将 12 套

“六大纪律”宣传挂图送至 12 个镇，悬
挂 于 党 员 群 众 易 接 受 教 育 的 明 显 位
置 ，并 逐 步 在 该 县 各 行 政 村 推 行 ；将

《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作风问题》系列
微视频、《戳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外
衣》廉政微视频送到各社区，要求各社
区组织党员干部收看。同时，该县加

强督导检查，不定时抽取检查部分镇
村“党纪党规进基层”廉政教育活动开
展情况及效果，对于效果不明显的基
层 单 位 进 行 约 谈 ，为 打 通“最 后 一 公
里”，增强基层党员干部纪律意识提供
坚强作风保证和纪律保障。

“ 此 次 开 展‘ 党 纪 党 规 进 基 层 活
动’，就是要通过学习党纪国法、反思
典型案例，增进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的

纪律意识，使大家进一步规范自身言
行，正确用权，做到自律、自警、自重。”
该县纪委监委宣传部部长李志宏说。
截至目前，该县共制作发放宣传挂图
386 套，实现全县 12 个镇 386 个村（居）
全 覆 盖 ，赠 送《六 大 纪 律 漫 画 解 读》
1100 余册，组织集中观看廉政动漫系
列微视频及以案促改微电影 550 余场
次，受教育 1万余人。

鄢陵县：

让廉洁教育之花绽放在基层党员心田
本报记者 王金伟 通讯员 孙根强 毛琼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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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10 月 21 日，
由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扫黑办
主任沈庆怀任组长的省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督导调研组莅临我市，调研督导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当日下
午，我市召开汇报会。市委常委、政法
委书记柏启传主持并作汇报，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董留民，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韩玉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桂平出席会议。

我市始终对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高
度重视。今年以来，市委先后 3 次召
开常委会、6 次召开市委书记专题会，
研究部署有关工作。6 月以来，我市对
标对表省扫黑办、全国扫黑办特派督
导组反馈的问题，以整改提升为动力，

以“六清行动”为牵引，以大要案攻坚
为重点，采取 9 个方面 36 项针对性措
施，不断掀起强大攻势，推动我市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各项重点工作排名进入
全省第一方阵。

对我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尤其是
整改提升工作和“六清行动”取得的成
效，沈庆怀给予充分肯定。就下一步
工作如何开展，柏启传强调，要切实增
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更高的政治自
觉、更强的政治担当、更大的政治责
任，紧盯“六清行动”不放松，紧盯长效
常治不放松，全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高质量纵深推进，确保收官之年
取得全面胜利。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督导调研组莅许督导

沈庆怀柏启传等出席汇报会

10 月 15 日，夜色渐浓，禹州市火
龙镇西崔庄村炊烟袅袅。“去年还是
用柴火蒸馍，今年就用上了天然气。没
有党的好政策，咱咋会比住到城里还
得劲儿？”走进一户农家，村民崔国奇
边说边做饭。

西崔庄村村民之所以有如今惬意
的生活，离不开帮扶单位共青团许昌
市委和驻村工作队所在单位禹州市住
建局、禹州市文广旅局的大力帮扶。

党群服务中心是党组织联系群众
的平台和纽带。去年，帮扶单位争取资
金 108 万元，筹建了 2 层 540 平方米的
西崔庄村党群服务中心。今年 6 月，新
村部投入使用，基础设施和为民服务
环境全面改善。“新房子、新桌子、新板
凳，还有饮水机、书架，院内绿树白墙、
桂花飘香，村民来办事都说好！”该村
文书刘亚聪高兴地说。

为提升村容村貌，帮扶单位将村
内主干道和 36 条排前路全部硬化，两
侧栽种石榴、柿子、杏、梨等果树 1000
余棵，并建起了文化大舞台，安装监控
摄像头 32 个、路灯 108 盏、健身器材 28
套。“我们经常去广场跳舞，比赛拿了
大奖，还在省电视台露了脸呢！”村民
王晓丽言语里透着自豪。

今年 3 月，经驻村工作队和村党
支部的多方协调，西崔庄村率先在全
镇整村铺设了天然气管道，家家户户
告别了做饭烟熏火燎的历史。

针对贫困户，村里投资近 3 万元，

为他们实施了“六改一增”；同时，通过
金融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扶贫
助残等帮扶措施，帮助贫困群众顺利
脱贫；依托禹州市童花顺儿童用品生
产有限公司建设扶贫小院，吸纳 6 名
贫 困 人 员 到 该 公 司 务 工 ，每 月 收 入
2000 元—3000 元。49 岁的贫困人员刘
琴由于吃苦能干，现已成为禹州市芙
贝儿童用品有限公司缝纫车间负责
人，每月工资 3600 元。

58 岁的贫困户崔大赖患有腰椎间
盘突出伴椎管狭窄等慢性病，需长期
吃药，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工作队和
村里根据他的身体状况，每年为他购
买 300 多只小鸡饲养，并定时联系该
镇畜牧站进行免费防疫，崔大赖每年
收入 1 万多元，2018 年顺利摘掉贫困
帽子。“前几天，镇里的帮扶干部帮我
联系客户，卖了 95 只肉鸡。没有工作
队和镇里、村上的干部，我哪儿能翻身
过上好日子啊！”崔大赖激动地说。

该村还特别重视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积极争取“禹州市火龙镇崔庄村光
伏扶贫发电站”项目落户鸠山镇大谭
沟村，年估算收益 20 万元；投资入股
禹州天然气公司，每年收益 5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实施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挖掘经济
发展后劲，确保每年集体收入在 40 万
元以上，引领村民齐心协力奔小康。”
西崔庄村党支部书记崔保华充满信心
地说。

西崔庄村：

穷村换新貌 群众乐开怀
本报记者 胡晨 通讯员 刘艳红

10月 21 日，襄城县范湖乡营陈村烟农正在拣烟分级，打包销售。近年来，
襄城县范湖乡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鼓励烟农多种烟、种好
烟，并建起 50多座现代化烟叶烤房，共种植烟叶万余亩，亩产值 6000余元，引导
当地农民靠种烟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史晶 通讯员 古国凡 摄

（上接第一版）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 中 心 提 供 中 医 非 药 物 疗 法 比 例 达
100%，村卫生室提供中医非药物疗法比
例在 70%以上。

8. 深化中医医院能力建设。推动
中医专科建设提质升级，创建国家级重
点专科，加强省市级重点（特色）专科建
设，支持做优做强骨伤科、心肺科、脑病
科、肛肠科等专科。积极争取省级区域
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大力建设市级区域
中医医疗中心。禹州市、鄢陵县中医院
积极创建三级中医医院。支持中医医
院牵头组建医联体、医共体，强化城市
中医医院对基层中医药服务的指导帮
扶。积极创建国家级基层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加快中医行业信息化建设，实施“互联
网+中医药健康服务”行动，发展互联网
中 医 医 院 ，开 发 中 医 智 能 辅 助 诊 疗 系
统，开展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和远程医
疗服务。

9. 发挥中医药在维护健康中的独
特作用。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
导 作 用 ，促 进 中 医 治 未 病 健 康 工 程 升
级，提高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老
年人和 0 至 36 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
理率，到 2022 年推广一批适宜老年人、
妇女、儿童的治未病方案。发挥中医药
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推进重
大疾病中西医协作攻关，建立中西医会
诊制度，将中医纳入多学科会诊体系。
发挥中医药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
实施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推
广中医康复方案，促进中医药、传统体
育与现代康复技术融合。

（三）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引进培
养

10. 培养高层次中医药人才。重点

引进和培养中医重点学科、重点专科、
中医药临床科研领军人才、国家和省市
名中医、高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建立
中医药人才引进、培养、选拔、流动和职
称晋升机制。在柔性引进高层次或紧
缺 人 才 方 面 ，给 予 单 位 薪 酬 待 遇 自 主
权。建立高年资中医医师带徒制度，与
职称评审、评先评优等挂钩。鼓励西医
学习中医，到 2022 年，为每个二级以上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培养 3
名以上西学中人才。将中医药产业技
能培训列入全市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培
养中药材种植、炮制等技能人才。

11. 巩固基层中医药队伍。增加全
科医生特设岗位和“县管乡用”中医医
师比例，提高基层中医医师职称晋升业
务能力和实绩考核权重。鼓励退休中
医医师到基层提供服务。健全全科医
生和乡村医生中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
机制。中医医院要加强对基层中医药
服务的指导。

12. 健全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构建
符合中医规律的绩效标准，建立以提供
中医药服务质和量为核心的薪酬分配
制度。建立中医药人才奖励制度。支
持中医（专长）医师取得中医（专长）医
师资格证书后在医疗机构注册执业，并
建立执业考核评价制度。允许临床类
别医师通过西医学中医考核后提供中
医服务，参加中西医结合职称评聘。

（四）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13. 挖掘和传承中医药文化精华精

髓。加强传统中药种植、制药、鉴定、炮
制技术及老药工经验的继承应用和创
新。支持传统医药类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开展传习授徒活动。依托孙思邈研
究院，开展黄帝与《黄帝内经》文化、孙
思邈与《千金药方》文化、朱橚与《救荒

本草》文化研究，确立许昌《黄帝内经》
发源地历史定位，展示我市中医药文化
魅力。鼓励设立中医药博物馆、展览馆
和服务体验区。积极创建省级中医药
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推进中医药文化
进校园。

14. 加快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
建立多部门协同联动的中医药科研规
划管理机制。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
度，大力支持中医药科技研发，不断延
长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建立多
学 科、跨 部 门 的 中 医 药 协 同 创 新 共 同
体，促进科研成果转化。重点推进微生
物技术与中医药理论相结合的生物工
程技术产业研发。加强与高等院校合
作，重点开展中医药新产品研发。传承
我市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和传统中
药种植、加工、交易等方面的优势，大力
发展道地药材的种植、保护和研发，深
入挖掘整理传统中药制剂技术，收集筛
选民间中药单验方和技术，建立合作开
发和利益分享机制。支持医疗机构研
发、使用、推广中药制剂，支持在专科协
作、对口帮扶、医联体、医共体中以及突
发疫情时期按规范调剂使用中药制剂。

（五）推动扶持政策全面落实
15. 加大投入保障。各级政府要落

实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公立医院基本
建设和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人才
培养、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
和政策性亏损补贴等投入。建立与本
地中医药发展相适应的中医药发展经
费保障机制并列入财政预算。引导商
业保险机构投资中医药服务产业。鼓
励各地设立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
化运作的中医药发展基金。在国土空
间规划、产业布局、土地供给等方面，对
中医医疗、中药产业、中医养生养老和

健康旅游等项目给予支持。
16. 完善价格和医保政策。医疗服

务价格体系要体现中医特色，逐步提高
中医医务人员的劳务价值。完善治未
病 服 务 和 医 院 中 药 制 剂 等 定 价 机 制 。
研究取消中药饮片加成措施并完善补
偿政策。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
纳入医保、大病救治等定点医疗机构，
将适宜的中医医疗服务项目、中药（含
医院制剂、新型饮片）按规定纳入医保
支付范围。不在国家颁布的中医诊疗
规范之外设定服务项目、数量限制。

三、保障措施
（一）健全管理体系。成立许昌市

中医药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协调中医药
工 作 ，定 期 研 究 解 决 重 大 问 题。 各 县

（市、区）要成立中医药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承担中医药管理职能的机构。其
他有关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
与中医药管理有关的工作。完善中医
药服务监管机制，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
构要配备中医药执法人员，加强中医药
监督管理。

（二）完善政策措施。将振兴中医
药产业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全面深化改革
重点内容，制定许昌市全域振兴中医药
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我市中医药
产业发展布局和功能定位。各有关单
位要制定完善相关扶持政策。

（三）强化督导考核。建立健全中
医药工作考核机制，将振兴中医药产业
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纳入
党委和政府绩效考核。加强本实施方
案工作落实情况的跟踪落实和督查问
效，强化考核结果运用，推动各项任务
落地见效。

市委、市政府印发《振兴中医药产业
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10月 21日，三达水务有限公
司的工人正在清理污水净化系统
内枯萎的水生植物。秋冬交替季
节，清潩河污水净化系统的水生
植物会相继老化、枯萎，及时清理
可有效改善河道水质。

本报记者 乔利峰 摄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是英雄辈

出的民族，新时代是成就英雄的时
代。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学习英
雄、关爱英雄，大力弘扬英雄精神，
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
量。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始建
于 1951 年，先后集中供养了 2800 多
名伤残军人，其中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的约 2200 人。60 多年来，该院伤残

军人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力所
能及为祖国建设作贡献，义务做传统
教 育 报 告 近 万 场 ， 受 众 300 余 万 人
次 ， 产 生 了 积 极 的 社 会 反 响 。 2019
年，该院被表彰为“全国退役军人工
作模范单位”。近日，该院志愿军老
战士涂伯毅代表全体伤残军人给习近
平主席写信，汇报工作和生活情况，
表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保持本
色，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
砖加瓦的决心。

全党全社会要崇尚英雄
学习英雄关爱英雄

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磅礴力量

在襄城县汾陈镇大磨张村居村联
养点，已有 7 名建档立卡兜底对象入
住；一期投资 900 万元的库庄镇敬老院
于今年 7 月投用，45 名集中供养对象
在这里实现老有所居、老有所养；襄
城县老年养护院的投用，有效解决了
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保障、医养需求
问题……近日，全市兜底保障工作现
场会在襄城县召开，标志着该县兜底
保障工作走在全市前列，值得其他县

（市、区）学习借鉴。
当前，距年底脱贫攻坚收官仅剩

两个多月时间。“现在脱贫攻坚到了最
后阶段，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保持攻
坚态势，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习近平总书记 10 月 17
日对脱贫攻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在笔者看来，随着未脱贫人口收
入算账工作圆满结束，高质量完成兜
底保障工作成为当下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的重中之重。做好下步工作，一要过
细兜底人员。在原有底数基础上对兜
底人群再来个“回头看”，加强对“两类
人群”、未脱贫户、低收入群体的监测
预警，有符合兜底条件的及时纳入兜
底帮扶。二要提高集中兜底率。对兜底
人群进行精准分类，通过试住、试养、
试医等方式，让兜底对象自愿入住，也
让兜底对象近亲属安心、放心。三要规
范 居 家 兜 底 。严 格 执 行“ 一 协 议 两 评

议”居家兜底管理办法，对代养人代养
能力、代养情况定期进行评议，确保居
家兜底质量。四要压实工作责任。行业
部门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兜底政策落实
的查漏补缺上，逐人逐项核实核对农
村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重症慢
性病相关报销等政策落实情况，确保
一人不少、一项不落。

再长的路，一步步也能走完；再短
的路，不迈开双脚也无法到达。相信通
过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我市
定 能 交 上 高 质 量 的 脱 贫 攻 坚 工 作 答
卷。

做实兜底保障 决胜脱贫攻坚
胡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