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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5名）
马天金 市中区委办公室主

任、目标绩效管理办公室主任，白马镇
党委第一书记

杨 琴（女）市中区绿心街道党工
委书记

张珂浩 市中区悦来镇农业服
务中心主任、正阳村党委书记

喻 莉（女）市中区海棠街道较场
坝街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刘建明 市中区平兴镇三圣村
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五通桥区（5名）
王 成 五通桥区金粟镇老龙

坝村党员
王 强 五通桥区冠英镇大兴

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屈国炳（女,彝族）五通桥区水务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杜文英（女）五通桥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

张亚希 乐山市五通桥中学教
师

沙湾区（3名）
毛 颖 沙湾区应急管理局党

委委员、总工程师
何仪琴（女）沙湾区牛石镇党委副

书记
廖开华 沙湾区福禄镇铜街子

村村委会副主任
金口河区（1名）
郑 祥 金口河区金河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
峨眉山市（3名）
刘 华 峨眉山市水务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峨眉山市防汛办副主任
李思远 峨眉山市高桥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

廉江涛 峨眉山市胜利街道武
装部副部长

犍为县（5名）
杨健勇 犍为县玉津镇党委书记
程万林 犍为县铁炉镇党委委

员、人武部长、副镇长
卓国华 犍为县石溪镇河西村

党支部书记
彭金华 犍为县水利电力技术

推广中心干部
邓乐兴 犍为县孝姑镇孝姑中

学理综党支部书记
井研县（3名）
朱俊宇 井研县马踏镇马踏社

区党委书记
杨玉峰 井研县周坡镇党委委

员、人武部长、副镇长
刘珂瑜 井研县综合执法局市

场开发服务中心干部

夹江县（5名）
贾静波 夹江县木城镇泉水村

党委副书记
陈 李 夹江县甘江镇政府综

合行政执法办公室负责人
代胜川 夹江县应急管理局党

委书记、局长
宋 科 夹江县东风堰—千佛

岩管委会副主任
赵莉蓉（女）夹江县华头镇福兴村

党总支书记
沐川县（3名）
曾建宏 沐川县应急管理局应

急股股长
廖昌平 沐川县杨村乡杨村坝

社区干部
杨云贵 沐川县永福镇油房村

村委会副主任
峨边彝族自治县（1名）

兰华俊 峨边彝族自治县公安
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教导员

马边彝族自治县（1名）
唐子仲 马边彝族自治县公安

局荣丁派出所民警
乐山高新区（2名）
刘洋学 乐山高新区新城建设

局副局长
张世龙 乐山高新区安谷镇车

子社区党支部书记
乐山大佛景区（1名）
谌 波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

嘉定坊管理处副处长
市直机关工委（9名）
颜乐荣 市委办公室一级调研

员
杨 川 市信访局综合指导科

科长
张锡进（彝族）市机关事务局干部

邓 刚 乐山快捷报业发行投
递有限公司经理

高 华 乐山城市建设工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广告经营部副部长

王富东 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
水口派出所副所长

黄 炜 市城管局市容科科长
代 旭 市港航中心船舶检验

科科长
杨 俊 四川省乐山水文水资

源勘测局副局长
市国资委（2名）
牟建刚 乐山市水务投资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王 番 乐山公路桥梁工程有

限公司总经理
市人民医院（1名）
熊 伟 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副

主任

乐山市防汛救灾优秀共产党员名单
（50名）

市中区（3个）
市中区大佛街道党工委
市中区绿心街道罗李坝村党总支
市中区苏稽镇党委
五通桥区（3个）
五通桥区金粟镇党委
五通桥区西坝镇民益村党总支
五通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直属

机关党委
沙湾区（1个）

沙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支部
金口河区（1个）
金口河区共安彝族乡党委
峨眉山市（1个）
峨眉山市双福镇党委
犍为县（3个）
犍为县清溪镇党委
犍为县孝姑镇沙湾村党支部
犍为县城镇环境卫生管理所党支

部

井研县（1个）
井研县卫生健康局机关党委
夹江县（2个）
夹江县木城镇兰坝社区党委
夹江县青衣街道党工委
沐川县（1个）
沐川县环境卫生管理所党支部
峨边彝族自治县（1个）
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镇党委
马边彝族自治县（1个）

马边彝族自治县下溪镇党委
乐山高新区（2个）
乐山高新区安谷镇杜家场村党委
市应急管理局高新区分局党支部
乐山大佛景区（1个）
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嘉定坊管理

处党支部
峨眉山景区（1个）
峨眉山景区管委会交通运输局党

支部

市直机关工委（4个）
市矿山救护队党支部
市水务局机关第五党支部
市市政设施综合管理处党总支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

队党支部
市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

织工委（1个）
四川省乐山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犍

为分公司党支部

市委教育工委（1个）
市实验小学党总支
市国资委（1个）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市中医医院（1个）
市中医医院急诊（介入）科党支部
市消防救援支队（1个）
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

乐山市防汛救灾先进基层党组织名单
（31个）

“如果没有脱贫攻坚的好政策，没有驻村帮扶干部
的帮助，我可能连生活都很困难，更别说通过养猪实现
脱贫了。”在峨边彝族自治县宜坪乡宜坪村（原群力村），
51岁的何启艮越来越有名。不同的是，前些年他出名是
因为贫困，而近几年则是因为靠勤劳脱贫致富。

何启艮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生活的小村庄在并入
宜坪村之前为群力村，是一个省定贫困村。2018年，在
市社会福利院、峨边彝族自治县委编办、峨边彝族自治
县水务局的帮扶下，村里终于摘掉了贫困的帽子。2019
年全村贫困发生率降为零。

在脱贫攻坚战打响前，村里人“走出”大山的主要方
式是外出务工，何启艮也不例外。上世纪90年代，20多
岁的何启艮背着仅装有一套换洗衣服的背包，从山上走
到峨边县城，再跟着同村人辗转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甘
洛县，在一家矿场当矿工。

“当时矿场防护措施很差，自己又不懂，后来就生病
了。”何启艮告诉记者，他在矿场工作了10年，通过辛苦
劳作，生活渐渐有了改善，却也留下了病痛。2007年，
何启艮被查出患上了尘肺病。为了治病，他不但花光了

打工的所有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债务。
在颓废了两年后，不愿向生活低头的何启艮在

2009年开始养猪。由于没有本钱，猪仔、饲料全靠赊
欠。尽管自身很努力，但因为缺乏科学养殖技术和当时
市场行情低迷，当年，何启艮养猪不仅没有赚到钱，还亏
了9万多元。

转折出现在2016年。
“前期驻村帮扶干部就多次来我家，询问我有什么

想法，是否愿意养点什么，或者种点什么。”何启艮当时
并未太在意，只是简单地讲述了自己希望养猪，但是缺
乏资金，“谁知道他们是不是走走过场呢？”

但很快何启艮就知道了，驻村帮扶干部并没有说空
话。2016年，在驻村帮扶干部的帮扶下，何启艮养猪的
愿望终于实现了，空置了很久的猪圈里多了13头母猪
和1头公猪。2017年便出栏了70多头生猪，何启艮陆
续偿还了债务，实现了脱贫。

2018年，敢拼敢干的何启艮申请了3万元小额信用
贷款，并从村里争取到了1万元产业发展周转资金，扩
大养殖规模，当年出栏生猪130多头。2019年，凭借着

勤劳和科学养殖，何启艮的养殖场出栏生猪达到了300
多头。他一下成了村里乃至乡里的“名人”。2020年11
月，何启艮饲养的22头母猪已经产崽。对于未来，何启
艮充满了信心，他计划着下一步在峨边县城开一家餐饮
店，实现增收致富。

其实在宜坪村，还有很多像何启艮一样通过勤劳的
双手脱贫致富的人。在驻村帮扶干部的帮助下，如今的
宜坪村户户通着水泥路、装有自来水、用上安全电、网络
全覆盖。村里还建有标准化农村卫生室。村集体经济
发展势头良好，整合80万元产业资金入股峨边勇茂养
殖合作社和丽华养殖合作社，按照每年7%的比例进行
分红，援彝项目每年也分红1.1万元，所有分红资金按照
40%贫困户、30%村集体、30%一般户原则进行分配，村
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何启艮

■记者 甘国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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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生 王倩 记者 罗
曦）昨（19）日上午，乐山市人民医
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洪波团队，为
一名突发心肌梗塞的80多岁患者
实施了冠脉支架植入手术。冠脉
支架也叫心脏支架，是心脏介入手
术中常用的医疗器械。随着国家
组织冠脉支架带量采购落地乐山，
标志着冠脉支架在乐山开启“百元
时代”。而这名患者也成为该院率
先享受国家这一医改政策福利的
患者。

2020年11月5日，心脏支架由
于临床用量大、价格高，成为首批
国家集中带量采购的耗材品种拟
中选产品。此次国家组织冠脉支
架集中带量采购中，有8家企业共
10个产品（其中，7个国内企业产
品、3个外资企业产品）中选，均为
临床常用的主流产品。支架价格

从1.3万元至2万多元下降至400
多元到 700多元，平均降幅93%。
虽然价格大幅下降，但产品材料品
质符合质量标准，每根冠脉支架都
有唯一标识码，可追溯从生产到流
通至使用的全生命周期信息。

“冠脉支架主要用于冠心病等
心血管病患者，每年我们医院要为
1000余名患者植入冠脉支架。这
次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
购中选企业生产的冠脉支架，很多
是我们医院一直在使用的，但是价
格低了很多。对患者来说降低了
治疗费用，可以享受到更大的实
惠。”刘洪波告诉记者。

据了解，在乐山市医疗保障局
精心组织下，患者可在乐山市人民
医院、乐山市中医医院、峨眉山市人
民医院、五通桥区人民医院等4家
公立医院用上“百元”冠脉支架。从
采购数量看，初步能为全市节约相
关费用1200余万元。乐山市医疗保
障部门将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全程监
督，确保冠脉支架使用安全。

降幅高达93% 集采“百元”冠脉支架落地乐山

河北、黑龙江等地的疫情牵动人心。在流调结
果中，“婚宴”成了高频词。为此，各地纷纷喊出“婚
事缓办”的口号，但由于即将到来的辛丑牛年是迷
信说法“寡年”，还是有不少新人把婚期提前到腊
月，形成扎堆结婚现象。

提前办婚礼的声音在网上有不少。有网民说：
“因为明年是寡年，1 月 10 日前要参加 3 个婚礼”；
还有网民留言：“本打算明年结婚，但家里不同意，
非得今年结婚”。

所谓“寡年”，又称“寡妇年”或“哑年”，指农历
“立春”节气早于春节的年份。比如即将到来的这
个辛丑牛年，大年初一是公历 2 月 12 日，而此前的
2月3日就“立春”了，这样就等于一年到头没有“立
春”。在一些地方的旧观念里，这样的年份结婚不
吉利，碰上牛年的“寡年”则更甚，有“寡年碰金牛，
饿死猪与狗”的说法。

“寡年”自然是无稽之谈，左右不了新人的幸
福，但至今仍有不少人迷信这种说法。有些人对疫
情心存侥幸，而对迷信“宁可信其有”，明知疫情当
前聚会风险大，却不仅扎堆办婚礼，而且要大宴宾
朋，造成本可避免的疫情防控隐患。

令人欣慰的是，一些年轻人已经为防控疫情推
迟婚礼。河北磁县一对新人推迟了原定于 1 月 18
日举办的婚礼，向亲戚群发消息“婚宴延期，但婚期
不变、爱不变”，受到乡亲们点赞。银川市的一个区
先后有十几对新人响应疫情防控要求。

对“寡年”仍然心存芥蒂的朋友，不妨听听另一
句俗话：丁是丁，卯是卯，啥时拜堂啥时好。只要情比
金坚，每天都是好日子。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疫情消散的时节，让亲朋好友见证人生幸福时刻。

莫让迷信为病毒开路
■ 王井怀 黄江林

本报讯（记者 吴薇）昨（19）日，记者从乐山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日前，由四川省委网信办、
四川省政府信息办指导，四川新闻网传媒集团麻辣
社区主办的“网聚正能量，画好同心圆”2020年度四
川网络理政年会在成都落幕，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从入驻参评的5500家四川党政机构中脱颖而
出，荣获“2020年度四川网络理政十佳单位”称号。

近年来，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通过不断探索与实
践，不仅“借用”权威平台，实名入驻四川新闻网麻
辣社区、乐山新闻网海棠社区、乐山心连心服务平
台等民意集中的权威平台，还“自建”服务平台，聚
焦相关领域问题，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此外，积极

“拓展”沟通渠道，相继推出“乐山住建”今日头条
号、百度百家号、人民日报人民号等多元化传播平
台，及时为广大群众提供更高效、快捷的资讯信息，
用群众智慧和力量为城市发展保驾护航。

据统计，2020年，该局共受理人民网、书记（市
长）信箱193件，麻辣社区、海棠社区415件，回应
率100%；2017年—2020年，通过线上渠道共受理
群众诉求及建议意见 20237 件，下线接待群众
9765人次。

同时，该局还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出“三单”（网
上回复督办单、回复及办理情况通报单、热点难点
问题领导批办单）工作制度，努力在提高问题办结
率和群众满意率上下功夫，走出了一条提升城市管
理效能、实现群众根本利益的新路子。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荣获“2020年度四川
网络理政十佳单位”称号

何启艮查看猪的长势何启艮查看猪的长势

（紧接第1版）享受到了相应的建房
补助，2016年一家人住进了宽敞
明亮的新房。“住进了这么好的房
子，肯定要收拾得干净整齐、漂
漂亮亮。同时，要懂得感恩。没
有党的好政策和各级干部的帮扶，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毛
安群说。

热心助人
引领邻里文明新风尚

在先家村，一提起六组66岁的
村民杨树生，大家都赞赏有加，热
心助人的他在该村第三届“最美人
物”评选活动中被评为“好邻里”。

不管邻居谁有困难，杨树生都
跑前跑后，帮助解决。邻居孤寡老
人无人照顾，他便时不时到老人家
里看看，帮老人修补房子，给老人
送饭，陪老人说话。走在村里，不
管看到哪里有垃圾，杨树生都会及
时清理，而且还总是义务清扫村
道。为了美化村上环境，杨树生和

几位村民一起，自发在村道两旁栽
种上一串红等花卉。居住环境更
美了，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杨树生是村里的五保户，但他
不等不靠不要，默默地为乡亲们做
了很多实事。当问到为什么这么
热心助人时，杨树生笑着说：“我做
的都是些小事，大家乡里乡亲的，
低头不见抬头见，帮帮忙是应该
的。”

在先家村，这样的好人好事还
有很多。榜样就是力量，先家村每
年的“最美先家人”评选，掀起了更
多村民向先进人物学习、争做道德
模范标兵的热潮。

发挥余热
推进文明乡风培养

78岁的彭商全是土生土长的先
家人，曾担任乡镇党委书记，退休后
他回到先家村，继续发挥余热，为家
乡发展贡献力量。带领村民发展茶
产业，帮助培养后备干部，为乡村发

展出谋划策，调解矛盾、宣传政策
……近年来，彭商全充分发挥退休
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积
聚力量、凝聚人心。

2020年，先家村创新聘任了一
批“乡风文明推广员”，彭商全成为
其中一员。“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有
义务带头执行村规民约，积极宣传
国家政策、法律法规，推进文明乡
风培养。”彭商全说。

李兴华介绍，先家村组建了“邻
里守望志愿服务队”，在督促村民
遵守村规民约的同时，开展义务巡
防、环境整治、帮困解难等志愿服
务。该村还围绕乡村振兴、乡风文
明等主题，定期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基层群众乐于参与的文化
活动，推动新农村建设，展现新时
代农民的精神风貌，为打造“茶桂
争香宜居先家”贡献力量。

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生活幸福
……如今的先家村，处处是文明新
气象。

先家村 新“规”入户“约”出文明乡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