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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目前，围绕打造人才强市，南平在多个

人才品牌持续发力。“人才活动月”集中组
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对接交流项目和特色活
动 70 场；“人才·南平校园行”活动已连续
开展 6 年，在福州大学、福建农林大学、武
夷学院等高校建立“青年人才联络站”，聘
请“青年引才志愿者”260 名，打造校招“桥
头堡”和引才“工作队”。

聚焦需求，支撑产业发展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驱动力。南平市聚
焦重点产业人才，首创由行业领军人才领
衔的 21 个重点产业科特派院士专家工作
站；实施人才综合授信补助、重点龙头企业

高级人才奖励金等政策，支持南孚、南铝、
圣农等 23家企业 1995万元。

聚焦紧缺和高端人才。南平市招聘紧
缺急需人才 1209 人，积极对接和引进优秀
高端人才，选拔引进 20 名党政储备人才，
53 名教育、医疗类储备人才。连续 11 次服
务保障在京医务专家来闽休假活动得到肯
定，争取 40 名中央博士服务团、省派科技
服务团成员等到南平挂职，助推国家第 4
家国家碳计量中心、全省唯一茶叶金融交
易场所落地。

聚焦青年大学生。南平深入实施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十大专项行
动，用好“才聚武夷”抖音直播间，引导大学
生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相关案例入选共青
团服务乡村振兴优秀案例。分层建立南平

籍在外大学生人才库，摸底在外大学生约
1.28 万人，深入实施大学生“扬帆计划”，上
岗人数 1888人。

健全服务，优化人才生态

人才引进来，还要留得住。南平市高位
谋划，深化市领导联系优秀人才制度，人才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累计走访企业、人
才 224次，帮助解决问题 186个。

人才的发展，需要有广阔舞台。南平
市积极搭平台，新增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企 业 工 程 技 术 中 心 、制 造 业 创 新 中 心 等
国家级、省级平台载体 17 家；建阳聚力打
造 建 盏 文 创 园 、竹 木 产 业 工 业 设 计 研 究
院 等 ，邵 武 加 快 建 设 氟 新 材 料 创 新 研 究

院 等 ，顺 昌 投 资 建 成 7100 平 方 米 大 学 生
创 业 服 务 中 心 …… 各 地 纷 纷 跟 进 ，为 人
才提供展示“大舞台”，人才成功破解“圣
泽 901”父母代种鸡关键核心“卡脖子”等
问题。

留住人才，还需要保姆式的服务。南
平 上 线“ 智 汇 武 夷 ”服 务 平 台 ，升 级 改 造

“南平人才网”平台，建成 1.5 万名求职者
的人力资源库和 1000 多家规上重点企业
岗位动态库，大力推动“才聚武夷”人才卡
建设。同时积极兑现人才政策，市本级受
理办结人才申请 4100 余件，发放 9400 余
万元，落实人才奖励房 240 套，高标准装修
武夷新区人才公寓，积极为高层次人才提
供出入境、就医、子女就学等服务，让人才
更有感。

本报讯（记者 张静雯 通讯员 林文
婧） 近日，闽东北协同发展区（福州都市
圈）儿科联盟签约授牌仪式在福州市第一
总医院儿童专科院区举行。来自福州都市
圈四市一区的 57 家医疗机构在福州市第
一总医院儿童专科院区牵头下正式结盟。

据介绍，组建后的跨区域儿科联盟，

将通过“师带徒”精准帮扶、畅通上下转诊
通道、建立学科交流平台、建立同质化服
务体系、联合开展儿科系列筛查活动等方
式，进一步推进优质儿科资源下沉，提升
闽东北协同发展区医疗机构儿科诊疗服
务能力，特别是疑难急危重症的救治能
力，共同推动区域儿童健康事业发展。

福州都市圈儿科联盟成立
闽东北57家医疗机构加盟

拥有“中国最美滩涂”美誉的霞浦县，
有大小岛屿 400 多个，由于生活和饮食习
惯的原因，心脑血管疾病成为当地乡村群
众特别是海岛居民的常见病，急性心梗发
病率、死亡率显著高于其他地方。该类疾
病患者如果在远离大医院的海岛上急性
发病，几乎没有抢救的机会。

下浒镇地处霞浦县南部、东冲半岛
中 段 ，地 貌 复 杂 ，距 县 城 68 公 里 。渔 民
老 李 因 急 性 心 梗 发 作 ，被 送 往 霞 浦 县
总 医 院 下 浒 分 院 就 诊 ，病 情 十 分 危 急 。
值 班 医 生 立 即 将 心 电 图 检 查 结 果 上 传
至 霞 浦 县 总 医 院 胸 痛 中 心 。刚 刚 由 福
建 省 立 医 院 选 派 到 霞 浦 县 医 院 挂 职 担
任 常 务 副 院 长 的 林 开 阳 博 士 收 到 信 息
后 ，立 即 组 织 胸 痛 中 心 团 队 进 行 会 诊 ，
远 程 指 导 下 浒 分 院 实 施 院 前 溶 栓 治
疗 ，并 顺 利 转 院 ，第 一 时 间 挽 救 了 老 李
的生命。

这是发生在 2021 年，霞浦县总医院加
入福建省立医院医联体后成功抢救的首
例院前溶栓病例。近年来，霞浦县作为国
家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上接省市三
甲医院、下沉优质资源，带动县级和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共同提升服务能力。

省立医院资源注入县级医院

过去，霞浦县各医院遇到急性心梗
病人，第一反应便是立即转送省市三甲

医院。改变，源于 2020 年 12 月，福建省立
医院与霞浦县总医院达成紧密型医联体
合作。

通过省立医院的全力帮扶，霞浦县总
医院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教学、行
政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全方位的长足进
步，尤其在“四大中心”（卒中中心、胸痛中
心、呼吸诊疗中心、创伤中心）建设方面取
得显著成效。

为了更好地服务急危重症患者，两
院 创 建 了 省 内 首 个 医 联 体 急 危 重 症 患
者转诊绿色通道，实现了“病人未到、资
料 先 到 ”的 无 缝 衔 接 ，为 急 危 重 症 患 者
救治争取宝贵时间。提升了县总医院脑
梗 溶 栓 、心 梗 溶 栓 /急 诊 PCI 等 急 救 技
术，并率先在全省县域医院中开展首例
ECMO+ 急 诊 PCI 救 治 术 ，成 功 挽 救 大
量急危重症患者。

“县总医院与基层卫生院建立联动
机制，10 分钟内在卫生院完成急性胸痛
患者的心电图检查，上传到县总医院胸
痛中心微信群，同时提供患者基本信息，
包括胸痛发生基本情况以及患者基本病
史等，由县医院心内科解读心电图，分析
判断患者病情进展，指导卫生院进行相
应治疗，保障胸痛患者第一时间得到救
治。”霞浦县总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就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健康守门人”的
能力，加入省立医院医联体后，县里急诊
转院的人数一直在下降。

全面提升基层机构服务水平

有了省立医院专家团队的加持，霞
浦 县 总 医 院 就 有 了 整 合 各 级 医 疗 资 源
的 底 气 ，实 现 优 质 资 源 上 下 贯 通 。如 ，
作 为 紧 密 型 医 共 体 帮 扶 试 点 单 位 的 下
浒 镇 卫 生 院 ，得 到 了 霞 浦 县 总 医 院 15
名 骨 干 力 量 的 帮 助 ，实 现 了 县 乡 两 级
在 管 理 、质 控 、救 治 方 案 、优 质 护 理 、检
查 检 验 、药 品 调 配 和 队 伍 职 责 等 方 面
的同质化。

长春镇是霞浦县最大的乡镇，呼吸
系统疾病患者众多。长春中心卫生院与
宁德市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建立了
紧密型呼吸专科，这是宁德市三甲综合
医院与乡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合作方
面的创新之举。

通过这一合作模式，宁德市医院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护团队定期参与长
春中心卫生院的查房，为住院的呼吸疾病
患者提供诊疗和护理服务，帮助完善卫生
院的医疗管理、医疗安全、医疗服务工作
制度，提高医疗服务水平，还定期派遣医
生前来指导。

随着霞浦县总医院上下联动机制的
持 续 发 展 ，基 层 患 者 受 益 面 不 断 扩 大 。
2022 年，该县县域内医保参保人员就诊
率达到 85.3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门急
诊占比 66.31%，同比提升 4.1%。同时，在
全 省“ 优 质 服 务 基 层 行 ”活 动 考 核 评 比
中，霞浦县 14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
国家基本标准 11 家、达到推荐标准 3 家，
达标率均居宁德市首位。其中，溪南中心
卫生院通过省级评比验收，成为宁德市
第二家社区医院。

康复回乡村，服务不“打折”

霞浦县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点建
设中，将中医药传承创新融入医改，成立
县域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挂靠在霞
浦县中医院康复中心。霞浦县中医院作为
县总医院成员单位、医养结合示范基地以
及中医药康复中心，接受福建中医药大学
附属康复医院、宁德市闽东医院等省市级
医院的技术支持，提升了人才培养能力和
中医药服务能力。

医共体建设不仅加强省市县联动，也
挖掘县乡村联动的潜力。去年，霞浦县中
医院与崇儒卫生院成立了中医药医疗联
合体，这个联合体是宁德市首个乡镇医养
结合试点单位。县中医院从医院管理、人
才培养、技术提升、双向转诊等方面对崇
儒卫生院进行指导和帮助，实现资源共
享。

崇儒畲族乡 65 岁的康利清（化名）患
有颈部脊髓损伤后遗症，不久前接受了膀
胱造漏手术。术后，在霞浦县中医院康复
中心治疗时，他每月的护工费加医疗费在
1 万元左右，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当他得
知崇儒卫生院是县中医院的医联体单位
后，选择回乡康复治疗。现在，康利清在崇
儒卫生院享受着与县中医院同等质量的
服务，但每月各项开支加起来降到了三四
千元，压力大为减轻。

目前，霞浦县中医药医联体已覆盖 3
个乡镇，内部统一管理运行机制基本形
成，3 个乡镇初步实现“小病在乡镇，疑难
重病在上级医院，康复回乡村”的就医格
局。这种模式优化了医疗资源的配置，提
高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和效率。

霞浦县探索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打通乡村群众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上接省市 下联岛村
□福建卫生报记者 张帅

本报讯（杨鸿 鲍盈）“多亏了几位
评理员，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兄妹二人的
积怨会越来越深。”11 月 26 日，武夷山市
岚谷乡横墩村“红色评理站”成立不久，
村民翁某找上门来，就自己与妹妹之间
的遗产继承纠纷申请调解。“我们是亲兄
妹，父母遗产也不多，如果闹到法院，兄
妹 关 系 就 破 裂 了 ，我 真 不 想 走 到 这 一
步。”在评理员的调解下，翁某兄妹重归
于好。

近年来，武夷山市深化学习弘扬时代
楷模廖俊波心系群众、一心为民的崇高品
质，党建赋能“微自治”，探索具有农村特
色的矛盾纠纷调解新模式。依靠红色资
源优势，岚谷乡党委在全乡建设乡、村两
级“红色评理站”16 个，实现全域覆盖。并
且通过群众推荐、个人申请、支部审查、党
委审批的方式，广泛吸纳公道正派、群众
认可的红军后代、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
等参与评理，建成了一支 159 人的“红色
评理员”队伍。

“红色评理员”以感情融入为先，与
群众结对结亲，通过讲述红军精神及相
关 故 事 ，引 发 群 众 情 感 共 鸣 ，提 升 矛 盾
纠 纷 化 解 效 能 。再 以 释 法 说 理 为 后 ，在
评理过程中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理解
得了的法理，给当事人进行全方位释法
说理。

为规范评理程序，岚谷乡还制订《“红色
评理站”工作实施方案》，评理启动后可由当
事双方自行选择或随机选定评理员，统一

“提出—评理—调查—定论—记录—归档”
流程，为评理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 不 论 是 婆 媳 之 间 还 是 邻 里 之 间 ，
只 要 发 生 了 纠 纷 ，都 可 以 到‘ 红 色 评 理
站 ’说 事 评 理 。”岚 谷 乡“ 红 色 评 理 站 ”
党 员 评 理 员 彭 爱 荣 介 绍 道 。不 久 前 ，岚
谷 中 学 两 名 中 学 生 和 他 们 的 家 长 来 到

“红色评理站”反映称，两名学生沉迷于
看网络直播，用其中一名家长的手机偷
偷 给 网 络 主 播 打 赏 了 5000 元 ，引 发 了
双方家长的矛盾纠纷。“红色评理站”在
收到双方家长的评理申请后，立刻根据
他们的要求，在评理库中选派 3 名红军
后 代 对 该 事 件 进 行 评 理 。终 于 ，在 评 理
员的耐心调解和谆谆教导下，学生和家
长都充分认识到各自的过错，化解了彼
此的矛盾。

“从根源上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才
是治本。”岚谷乡“红色评理站”负责人黄
焘介绍说，“红色评理站”综合施策，多端
发力，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发生。在
评理过程中，“红色评理员”收集纠纷当事人困难需求，积极帮助
争取政府救助、社会救济、民间互助，给予当事人关心与温暖。截
至目前，已帮助解决问题 530 余件，为 64 名困难当事人申请补助，
累计发放救助资金 23.6 万元。岚谷乡还在评理过程中协商议事，
建立“红色评理”协商议事会，对乡村公共事务、群众“急难愁盼”
等问题，通过沟通和对话，做到村民的事由村民商量着办，先后
协商解决各类事项 16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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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祖谋） 2日，由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省科技
厅、人社厅、农业农村厅协办，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省退役军人服务中
心承办的福建省“建行杯”第三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在福州举行。

大赛自今年 7 月启动以来，各地共 159 支队伍报名参赛。经过
初赛选拔，28 个优秀退役军人企业（团队）参加省级复赛。大赛设
现代农业、传统产业及生活服务业、新兴产业 3 个赛道，最终决出
各赛道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其中，基于生物信息
对抗技术的数字无人化果园示范项目、数字茶叶助力传统产业升
级、智宇智慧养老服务项目分别获得现代农业、传统产业及生活服
务业、新兴产业 3个赛道的一等奖。

为切实有效支持、精准服务退役军人投身创业创新实践，本届
大赛为参赛企业（团队）设立创业创新项目—人才—金融线上对接
平台、创业创新成果展示平台，并将往届参赛项目也一并纳入平台
予以扶持孵化。

我省举行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

本报讯（福建卫生报记者 陈坤） 1
日，2024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医
药卫生类）鸣锣开赛，来自全省九市职业
院校的 216 名选手展开比拼。赛事由省
教育厅、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农
村厅、省卫健委、省总工会、团省委、省中
华职业教育社等联合主办，福建卫生职

业技术学院承办。
比赛分为高职组和中职组，其中，高

职组包括中药传统技能、康复治疗技术、
护理技能、检验检疫技术、健康养老照护
5 个赛项；中职组为护理技能赛项。记者
了解到，康复治疗技术、检验检疫技术、健
康养老照护是本次比赛新增的赛项。

2024年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医药卫生类）开赛

本报讯（记者 萧镇平） 近日，平和县社会治理中心揭牌，系
漳州市首个社会治理中心，群众可在大厅里实现社会矛盾纠纷一
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

近年来，平和县高度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创新整合各方
资源，建设集信访接待、矛盾调解、网格管理、诉源治理、法律服务
于一体的社会治理中心（综治中心）。此次揭牌的平和县社会治理
中心位于县城繁华街面，占地 1000 平方米，有综治中心和信访接
待、联合接待、调解服务、监察督办、综合办公 5 个功能区，县信访
局、县综治中心、县纪委信访室、县法援中心等单位常驻办公，县直
单位和乡镇（园区）轮值办公。

中心还整合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教育、人社、住建、国土、城
管、民政等部门入驻，实行“统一登记、分类接谈、现场答疑、立案调
处、交办督办”的运行机制，做到“接待程序规范化、窗口办公透明
化、受理诉求公开化、群众监督现场化”。

漳州首个社会治理中心揭牌
一站式解决群众矛盾纠纷

本报讯（张俣辰 魏诗琦）“没想
到老了还能住进这么好的地方！”3日，
在建瓯市小桥镇南乡“幸福里”小区，
说起现在的新家，陈明凤赞不绝口。

年过古稀的陈明凤和方家福老
两口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外地工作，
女儿远嫁外省。一个月前，他们从离
小桥集镇 8 公里的富井村坵垱自然村
搬到“幸福里”小区。与坵垱村土木结
构的老屋不同，新居里家电家具一应
俱全：厨房安装了抽油烟机，摆放着
冰箱；客厅里有沙发、茶几、电视机，
还装了空调；卫生间有热水器，为方
便老年人，墙上加装了黄色扶手。这
些生活设施早在入住前就已配齐，老
两口是“拎包入住”。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建瓯市在小
桥镇试点建设开放型养老社区，在集
镇原日间照料中心的基础上建设“幸
福里”小区，邀请偏远山村的留守老
人集中到小区居住，探索以居家养老
为主、社区养老为辅，“社区+慈善组
织+企业兜底”的农村养老运作模式。

“我们镇采取‘五个一点’来保障
入 住 老 人 生 活 ：自 己 力 所 能 及 赚 一
点，子女资助一点，镇村政策补助一
点，社会团体捐赠一点，乡建公司托
底一点。”小桥镇党委书记黄涛华说。

“幸福里”小区项目投入资金近 200 万
元，今年 9 月 27 日竣工，10 月下旬就
有 7户 12名老人成了首批居民。

叶云彩是建瓯市善学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该中心作为第三方机构，受委托管
理“幸福里”小区。叶云彩介绍说，中心定期在“幸福里”
开展公益活动，小桥镇卫生院到小区来开展义诊，本地
理发店的志愿者也每周定期来小区服务。

“我们已经与建瓯市灯笼行业协会对接，争取订
单，由老人参与手工灯笼的部分加工。”建瓯市民政局
局长吴章中表示，当地为“幸福里”小区牵线，设立来料
加工区，让老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参与劳动，既可以
丰富老人的生活，也帮助老人多一份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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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荣县公安局富溪派出所建设新时代“枫桥式派出所”，创新“四
巡九联”警务工作机制，辖区治安、刑事案件呈下降趋势。图为近日，
该所联合县交警大队女子骑行队入校开展安全宣传。 载文 摄

12 月 3 日是第 32 个“国际残疾人日”。3 日下午，在福州市福茗戏苑，来自福建省盲协追光天使朗诵艺术团、福建省残
疾人艺术团、福建京剧院、福州市盲校的演员，与社会各界爱心志愿者，共同打造了一场以“心相约 爱相伴”为主题的公
益文艺演出。歌曲演唱、乐器演奏、诗歌朗诵，精彩的节目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让观众感受到了
生命的力量与艺术的魅力。 本报记者 庄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