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王辉 辛
长生）“这附近终于有了公共
厕所，再也不用担心上厕所问
题了。”4 月 6 日，宁陕县城关
镇新天地小区居民田仕义看
着建成的公厕说。

据了解，宁陕县城关镇新
天地小区周边居住群众多，由
于地理位置受限，一直未规划
公厕。不少居民反映希望相
关部门能在新天地小区周围
增设一处公共厕所，方便周边
群众就近如厕。

“ 在 接 到 群 众 诉 求 后 ，我
们立即安排专人到现场勘查，
经过多方协调场地、科学选址
和规划设计，筹集 3 万余元在

城北养育未来中心北侧修建
公厕，设有 5 个标准卫生间。
在建设过程中，主动邀请群众
代表全程参与选址和工程监
督，确保质量。”宁陕县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说，“公厕已经正
式对外开放，并安排公厕保洁
人员进行管理。”

今年以来，宁陕县住建局针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细
致梳理“为民办实事”清单，先
后对政府广场入口步道台阶进
行适老化改造，对彩虹桥进行
维修粉刷，维修滨河健康步道
底板和护栏 300 余处、更换市
政路灯500余处，新增投放共享
单车200辆、新增站点15处。

宁陕县

解决如厕难题 办实事解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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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纵横

“你是颈椎病合并肩周炎，通
过针灸推拿再内服中药就能恢复
了。”3 月 7 日，安康市汉滨区中原
镇卫生院里，卫星村 61 岁的钟联
兰正在诊治。由于右肩膀疼痛，
整夜不能休息，钟联兰听说汉滨
区第三人民医院曹忠成在卫生院
巡诊，专门赶来看病。经过针灸
理疗，当晚钟联兰就疼痛大减，手
臂也能活动了。

据了解，每个星期有四天时间
曹忠成会在汉滨北部山区的几个
乡 镇 卫 生 院 传 授 医 技 、接 诊 患

者。尽管到最远的叶坪镇有 100
多公里，但曹忠成毫无怨言：“山
区群众看病，路远确实是一大难
题。我多跑几步路，他们就能节
省更多时间和精力。”曾在卫生院
就诊过的大河镇洞沟村年过七旬
的曹文明深有感触地说：“不跑那
么远、不受那些罪，花钱还不多，
现在镇卫生院看病效果跟城里医
院基本是一样的。”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汉滨
区统筹推进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和健康汉滨建设，扩大慢

性病病种报销范围，落实区内医
院“ 先 诊 疗 后 付 费 ”、“ 零 押 金 住
院”等措施，让慢性大病群众看病
更加方便。该区还推进紧密型医
共体建设，由汉滨区第一医院、汉
滨区第三人民医院、汉滨区中医
医院三家区级医院牵头，组建了 3
个医共体，用好“互联网+”信息共
享平台，实现全区 3 家二级医院、
37 家乡镇卫生院、450 家村卫生室
互联互通。

汉 滨 区 依 托 紧 密 型 医 共 体 、
“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拓展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茨沟模式”，充
实 404 个责任医师团队，为慢性病
患者提供全程健康管理服务。3
家区级医院在各自紧密型区域医
共体内距城区 30 公里的镇卫生院
开展专家定期巡诊，解决好边远
区域群众特别是老弱病残看病就
医困难，让群众在当地卫生院享
受区级医院专家诊疗服务。

“汉滨区将进一步完善区域紧
密型医共体，实行网格化管理，推
进医共体内资源整合、人才聚合、
医共体诊疗中心服务融合，有效提

高区域医疗卫生服务整体水平。”
汉滨区卫健局局长胡登基说。

目前，三家区级医院派出医师
174 人下基层巡诊，设立医共体专
家工作室 12 个。从区级 3 家医院
抽调 150 名专家实行远程值班，提
供临床、影像、心电、超声远程诊断
指导；组建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远
程心电、双向转诊、远程教育5大区
级中心，统一回应镇村的会诊、检
查、转诊等需求。平台投用以来，已
开展门诊、会诊、心电、超声、影像诊
断等远程服务约27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赖雅芬） 4 月
10 日，记者了解到，近日商洛市发
改委会同市财政局、农发行商洛市
分行组成联合验收组，对镇安县
2023 年度 1500 吨市级储备粮轮换
工作进行了验收。

验收组深入镇安县粮食储备

库，通过实物丈量、核查统计账、保
管账、财务账、质量检验报告等，对
市级储备粮轮换任务完成情况进
行综合判定。经查，轮入的 1500
吨市级储备小麦数量真实，达到国
家粮食质量标准，符合安全储存条
件，顺利通过验收。

下一步，镇安县将继续扛稳扛
牢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进一步强
化储备粮监管，督促指导承储企业
切实加强市级粮食储备日常管理，
严格落实“一规定、两守则”，确保
市级储备粮数量真实、质量良好、
储存安全、管理规范。

镇安县2023年度市级储备粮轮换顺利通过验收

本报讯 （通 讯 员 王闻）
“我家门前这些坡洼地以前都
荒着，现在村里动员我们发展
庭 院 经 济 ，免 费 发 放 连 翘 树
苗 让 我 们 栽 种 。 过 上 三 五
年，等树苗都长大了，既能美
化人居环境，又能增加一笔额
外收入。”4 月 3 日，正在栽植
连翘树苗的清涧县乐堂堡便
民服务中心陈家河村村民陈
五老说。

连日来，为加快推进常住
农户主导产业全覆盖，更好地
激发村民发展庭院经济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陈家河村党支
部组织动员群众平整房前屋
后闲置土地，栽植连翘树苗。

领取连翘树苗后，村民们
在自家房前屋后，将连翘树苗
栽入挖好的定植坑内。全村
常住农户积极参与活动，栽植
连翘树苗 1.8 万余株。

清涧县陈家河村

1.8万余株连翘扮靓庭院

紧密型医共体守护群众健康
本报记者 李冀安

（上接第一版）
耕地质量提升是一个长期

过程，需要对症开方、久久为
功。近年来，我省以耕地保护

“田长制”为抓手，加快推动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地见
效，建起了“县域平衡为主、市
域调剂为辅、省级统筹保障重
点”的耕地占补平衡框架。同
时 ，持 续 推 进“ 旱 改 水 ”、“ 坡
改梯”、小流域综合整治等措
施，有效增加耕地面积，全省
新增耕地连续多年实现净增
长 ，确 保 种 粮 面 积 稳 定 在
4500 万亩左右。

此外，我省各地积极实施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深挖土
地潜力、拓宽利用渠道，推动
永久基本农田和高标准农田
布局由北向南集聚。在此基
础 上 ，进 一 步 改 善 农 业 生 产
条件，优化农田耕种环境，推
动 果 业 、林 业“ 由 山 下 向 山
上”转移，实现“果树上山，粮
食 下 川 ”。 构 建 多 元 化 建 管
机 制 ，使 耕 地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高 标 准 农 田 和 地 力 等 级
等落实到镇、到村、到具体地
块 ，以 农 田 建 设“ 一 张 图 ”精
准 管 理 ，确 保 每 一 片 耕 地 都
成 为 丰 收 的 沃 土 、焕 发 出 新
的生机。

4 月 11 日 ，来 自

铜 川 的 游 客 刘 莉 娜

在 永 寿 县 监 军 街 道

永 安 村 苹 果 园 体 验

疏花。

连日来，永寿县

油菜花、桃花、梨花、

苹 果 花 、紫 荆 花 盛

开 ，迎 来 最 佳 观 赏

期，吸引了各地游客

前来踏青赏花。

通讯员 李建龙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郝存秀 王
明毓） 4 月 7 日上午，一场别开生
面的“非遗+文博”主题研学体验
课在三原县陂西镇文峰木塔景区
内开展，来自中王小学的学生跟随
三原面花传承人李明轩、剪纸传承
人孙学义和南京艺术学院“春粟计
划”学生志愿团队，参观文峰木塔，
体验非遗技艺。

此次活动分为参观游览文峰
木塔和手工体验非遗制作两个部
分，20 名学生登塔观察木塔的建
筑细节，欣赏园内的美好景色。

参观结束后，学生回到教室进
行两节非遗体验手工课，与三原面
花传承人李明轩共同了解非遗面
花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动手体
验三原面花的上色环节。“三原面
花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淳朴意愿，呈
现了三原民俗风情。我想让更多
孩子了解非遗文化，传承非遗文
化，让更多人感受三原面花魅力。”
活动中，李明轩表达了传承非遗技
艺的想法和追求。

随后，学生们向孙学义学习剪
纸工艺。孙老师拿起剪刀，不一会

儿，文峰木塔的建筑轮廓便跃然纸
上。在孙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全
神贯注地体验剪纸的乐趣。

下午，中心小学学生走进三原
城隍庙，在博物馆景区内完成了一
次面花手工体验课程。

近年来，陂西镇不断发掘和培
育陂西特色文化的深厚根基，推动
陂西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积极拓展文化公共服务职能，
合理利用文化资源，让陂西群众和
传统文化“零距离”接触，增进群众
对传统非遗文化的认识和热爱。

三原县陂西镇

开启文博体验之旅 展现非遗民俗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