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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向金城 文/图）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点任务，是农民群众的深
切期盼。今年以来，龙凤桥街道以改
善民生、增进群众福祉为目标，持续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生态环
境不断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在龙凤桥街道凤凰村，村民张
忠仁正在打扫屋子。几个月前，他家
还是破旧的瓦房和土墙，实施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后，他家变成了
白墙琉璃瓦的农家小院，整体面貌
焕然一新。“看着自己住的房子变得
这么干净漂亮，心情都更舒畅了！外

面院坝也全部变了样，家家户户都
愿 意 出 来 耍 了 ，感 觉 越 来 越 幸 福
了！”张忠仁感叹道。

这几天，村民张元普的院坝里
也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工人们正忙
着运砖砌墙。“应该可以在春节前全
部装修好，一家人可以开开心心地

在新房子里过个新年。”张元普告诉
记者，以前的房子十分破旧，一到下
雨天屋顶就会漏雨，现在特别期待
快点入住新房。

走进龙凤桥街道槽上片区，道
路干净整洁，一栋栋房屋鳞次栉比。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扎实推
进，村容村貌大变样，村民们获得
感、幸福感明显增强。龙凤桥街道凤
凰村党委书记蒋春霞表示：“ 今年以
来，我们持续加大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力度，通过实施一系列奖补政策，
再加上老百姓自筹一部分资金，对
村民农房屋顶、外墙立面、院坝以及
房屋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到目前为
止，我们已经整治完成 56 户，剩下的
30 余户将在 2023 年春节前全面完
工。”

据了解，龙凤桥街道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作为一项重大民生工
程，本着“聚焦整治重点、立足便民
利民、做好资源整合”的工作思路，
出台奖补政策，持续推进辖区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不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和群众生活质量。

龙凤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凤
蛟表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投入力度，持续
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龙凤桥街道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群众生活品质

本 报 讯（记 者 向 金 城
文/图）日前，记者从区园林市政
建设有限公司了解到，灵犀大道
综合整治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
施工单位争分夺秒抢抓进度，以
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推进项
目建设。

12 月 24 日，记者在灵犀大
道综合整治工程施工现场看到，
挖掘机正在破碎路面、开挖道
路，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运输
钢筋、建渣的货车来回穿梭，施
工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该工程于今年9月下旬启
动，整治范围起于蔡家立交，止
于嘉悦大桥前，全长6.4公里。主
要对灵犀大道相关区域路面、路
基进行整治，并安装（加固）雨水
口、桥梁伸缩缝、交通标线等。”
区园林市政建设有限公司项目
代表廖浩杰介绍，目前该工程已

完成4000平方米病害路面改造、
6000平方米病害路面挖除工作，
接下来将实施主车道沥青面层
摊铺、匝道病害路面改造工作，
预计明年1月中旬完工。

据了解，灵犀大道作为我区
蔡家片区通往其他中心城区的
交通要道，随着车流量日益增
加，运行时间增长，导致车行道
路面破损严重，极大影响了灵犀
大道整体观感质量和行车安全。
此次综合整治将进一步提升道
路品质，给群众创造良好的出行
环境。

“灵犀大道综合整治工程完
成后，我们将积极强化绿地养护
管理，夯实园林绿化基础设施，
持续打造‘一路一景、季相分明’
的城市道路景观，不断增强市民
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廖
浩杰表示。

灵犀大道综合整治工程有序推进
预计明年1月中旬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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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希望未来能以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
为家乡培养更多技术人才。”回首回
乡创业这三年，淮安思利研电气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田春感慨颇深。
2019 年，他和朋友在盱眙投资电网
智能配电装置项目，如今公司年销
售额超千万元，被评为马坝镇乡村
振兴“人才示范基地”。

针对农村人才总量不足、素质
偏低、统筹不够等问题，淮安以镇为
单位，探索建设乡村振兴人才党支
部，加强对农村人才的摸排发现、联
系培养、资源整合，为乡村振兴注入
人才动力。截至目前累计回流在外
能人556人，带回产业项目179个。

优化组织设置
打造聚才“红色磁极”

“在培育本土大户能人、吸引乡
贤回归的同时，我们要注意为人才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确保人才留
得住、干成事。”近日，一场关于乡土
人才助振兴的主题党日活动在金湖
县前锋镇党员活动中心举办，乡土
人才代表蒋贵清、叶菁等与会者围
绕乡村振兴、农产品品牌打造等展
开讨论。

针对农村人才工作基础薄弱、力
量分散等问题，淮安依托镇农村工作
局，推动57个镇建立乡村振兴人才党
支部，明确由镇党委专职副书记担任
党支部书记，农村工作局、共青团、妇
联等部门党员骨干担任支委，着力打
造乡村人才工作的规划中心、孵化中
心、服务中心、调度中心。

为让更多乡土人才“破土飘
香”，淮安又建立乡村振兴重点人才
信息库，面向在外乡贤、合作社领办
人、特殊技能人员等重点人才，常态
化开展“归雁工程”“主题党日+”“举
贤荐才”行动，累计入库1981人。

跟踪教育培养
拓宽成长“绿色通道”

“直播专题培训班从视频剪辑、
内容创作、分析数据等方面进行进
阶式培训，下次我还会参加。”在培
训班导师指导下，盱眙美地葡萄庄
园园主王少培的直播账号粉丝近日
破千，还顺利开通了“商品橱窗”功

能。
围绕特色产业、实用技能等主

题，淮安举办乡村振兴重点人才培
训班，累计培训2265人；依托农业龙
头企业、示范合作社等资源，建设乡
村振兴实训基地 58 个，累计组织
1010 人到实训基地跟班学习、参加
实践锻炼；完善学历提升奖补机制，
累计发放学费补助、误工补贴近200
万元，支持 325 名振兴人才提升学
历。

针对乡村人才入党考察培养不
便、青年党员领富带富能力不强等
难题，淮安市推动振兴人才和年轻
党员开展“一对一”结对，把振兴人
才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振兴
人才。截至目前，346 名振兴人才经
乡村振兴人才党支部推荐发展为党
员，173名年轻党员成功创办致富项
目，53 人因表现突出被推荐为村级
后备干部。

强化作用发挥
催生振兴“金色效益”

“党支部这个集体让我们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淮安区苏嘴
镇乡村振兴人才党支部成员于洪新
说。2018年，于洪新抓住省农科院结
对帮扶项目机会，引入西瓜新品种，
实现年纯收益突破70万元。在党支
部引领下，于洪新等一批善于种瓜
的“土秀才”成为公益顾问，在田间
地头推广新技术新品种。目前，苏嘴
小西瓜种植面积超过1.2万亩、产值
超2.25亿元。

为鼓励振兴人才带头创业，淮
安市实施乡土人才扶持项目，设立
乡土人才发展专项基金，市县联动
每年评选优秀乡土人才项目100个，
并给予创业培训、创业补贴、金融信
贷等一揽子扶持，促进特色产业发
展。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放扶持资
金 6000 万元、信贷资金 1.1 亿元。同
时构建“镇办农业公司+村办集体合
作社+种植大户”模式，打造产业振
兴共同体。目前已组建镇级农业公
司34家，指导村集体领办合作社459
个，带动成立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农村经济组织791个，实现村集体
经济增收4237.73万元，形成丁集黄
瓜、红窑芦笋、淮安红椒等一批特色
产业项目。

“我们将持续深化乡村振兴人
才党支部建设，着力把各类乡村人
才更有效地组织、凝聚、发动起来，
以组织链整合人才链、赋能产业链，
切实把组织力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
的生产力。”淮安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孙虎说。

来源：新华日报

淮安：锻造人才引擎 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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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日报讯（记者 李珩）近日，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健全重特
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12 月 25 日，市
医保局有关负责人解读称，《意见》统一
了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支付比例，对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按不
低于70%的比例救助，其他重特大疾病
救助对象救助比例不低于60%。

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意见》融合了我市现行医疗救助
政策和乡村振兴医保帮扶政策，聚焦减
轻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
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
效机制，进一步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
功能，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促进三重制度综
合保障与慈善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协
同发展、有效衔接，构建政府主导、多方
参与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医疗救助公平覆盖了医疗费用负
担较重的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根据救
助对象类别实施分类救助。”该负责人
说，对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
庭成员和纳入监测范围的农村易返贫
致贫人口，按规定给予救助。对不符合

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或低保边缘家
庭条件，但因高额医疗费用支出导致家
庭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大病患者，
简称因病致贫重病患者，根据实际给予
一定救助。

对于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其
他救助对象，按照既往政策规定继续实
施救助。

医疗救助对象如何认定？按照《意
见》，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
庭成员由民政部门认定；农村易返贫致
贫人口由乡村振兴部门认定。因病致贫
家庭重病患者由民政部门会同医保部
门等相关部门合理确定认定条件，目前
相关文件正在制定中。各区县政府规定
的其他特殊困难人员，按上述救助对象
类别给予相应救助。

救助对象身份自被认定后，相关信
息由认定部门及时上传报送，医保、民
政、乡村振兴部门通过信息共享等方
式，为新增人员及时办理参保登记并添
加享受待遇标识，确保及时纳入医疗救
助保障。

医疗救助对困难群众实施
托底保障

该负责人介绍，根据《意见》，将发
挥基本医保主体保障功能，参保人员享

受同等的基本医保待遇；大病保险对
参加居民医保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
返贫致贫人员，起付线降低50%、报销
比例提高5个百分点、取消封顶线；医
疗救助对困难群众实施托底保障。

其中，要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
保，对个人缴费确有困难的群众给予
分类资助。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一档的，特困人员给予全额资
助，低保对象按照 90%给予定额资
助，返贫致贫人口、纳入监测范围的
农村易返贫致贫人口和低保边缘家
庭成员按照 70%给予定额资助；救助
对象自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二
档的，统一按照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一档个人缴费标准的 100%给予资
助。

经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后政
策范围内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
给予倾斜救助

“和之前的政策相比，《意见》统一
了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支付比例。对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按
不低于 70%的比例救助，其他重特大
疾病救助对象救助比例不低于60%。”
该负责人表示，并且明确了封顶线，年
度救助限额分别不低于 10 万元、6 万

元。
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新增

了倾斜救助，即对规范转诊且在
全市范围内就医的救助对象，经
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后政策范围内
个人负担仍然较重的，给予倾斜
救助，具体救助标准由各区县政
府根据医疗救助基金筹资情况科
学确定。

如果未按规定转诊，所发生
的医疗费用原则上不纳入医疗救
助范围。“此举的目的是规范救助
对象的诊疗行为，倡导基层首诊，
规范转诊，合理就医。”该负责人
说。

参保群众如何更方便快捷获
得医疗救助？身份明确的救助对
象，在市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实行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一站式”即时结算，未获得“一站
式”即时结算的，到区县医保经办
窗口或乡镇（街道）社会救助“一
门受理”窗口申请即可获得救助；
经基层首诊转诊的低保对象、特困
人员在市域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
实行“先诊疗后付费”，无需缴纳
住院押金。

（原载2022年12月26日《重庆
日报》6版）

重庆统一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支付比例
■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按不低于70%的比例救助

■其他重特大疾病救助对象救助比例不低于60%

龙凤桥街道槽上片区新貌。

大图 12月24日，在灵犀大道综合整治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对道路进行开挖。
小图 12月24日，在灵犀大道综合整治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对已开挖的道路进行植

筋加固。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张莎沙

重庆日报讯（记者 何春阳）
12 月 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
府电子政务中心获悉，自今年 3 月
重庆市政务服务码“渝快码”上线
以来，申领用户数达 540 余万，已
累计接入应用场景 2000 余个，扫
码、亮码数已超 1 亿次。

“渝快码”是市政府办公厅依
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服务集成、
信息集成优势，充分利用我市“渝
快办”政务服务平台汇聚的政府
服务和政务信息资源，在移动端
（App）、微信、支付宝创新推出的
一款城市服务二维码应用。

我市还积极引导和支持各区
县围绕群众关注的高频民生服务
事项，探索应用“渝快码”，开展政
务服务“扫码办”。全市范围内已
推出首批“扫码办”事项 80 项，覆
盖民政、人力社保、市场监管、税
务、交通出行、医疗卫生、文化旅
游、生态环保、农业农村等多个领

域。
此外，重庆正在加快建设“一

企一档”“一人一档”数据库，进一
步夯实“扫码办”数据支撑能力。

目前，“一企一档”库已归集
15 个部门 35 类 3200 余万条涉企
数据，包括电子营业执照、食品卫
生许可证、企业信用红黑名单、企
业纳税信用登记等数据，可支撑
638 项涉企事项办理。“一人一档”
数据库已归集公安、民政、人力社
保、卫生健康、司法、残联等 6 个部
门 9 类个人数据超 1.1 亿条，为社
保、公积金缴纳、律师执业许可、
生育服务登记等一批自然人事项
办理，提供了数据共享互认支撑。

据了解，“渝快码”在政务服务
领域广泛应用的同时，还围绕交通
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等场景
与领域，积极推动社会化应用。

（原 载 2022 年 12 月 26 日《重
庆日报》1 版）

“渝快码”扫码亮码数超1亿次

重庆积极扩大“扫码办”应用场景

传播北碚资讯，服务北碚百姓，希望
成为又一个你喜欢北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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