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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变 产业花开遍地香

茗新村所在地是四川省司法系统于
上世纪建立的沙坪茶场。2005年，沙坪
茶场管理机构搬走后，住房、耕地等资产
未移交当地，形成行政管理真空。此后
十多年里，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昭觉
县、甘洛县等7个县和峨边彝族自治县
的部分农户陆续自主搬迁至此，住进茶
场空置的危房。该地一度面临着人员混
杂、管理困难的局面，农户们生产生活条
件相当落后。

2014年，峨边彝族自治县在沙坪茶
场成立临时党支部，对253户自主移民
进行摸排，精准识别贫困户166户，并建
立台账进行管理。

在这里，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实施饮
水工程解决上千人饮水安全问题；改造
电网，让家家户户大功率电器用起来；修
建通组路、连户路，让泥巴烂路不再阻挠
出行；投入260万元装修茶场废弃建筑，
将其作为公租房安置符合条件的非贫困
户；修建幼儿园、小学，让孩子们在宽敞
明亮的教室里学习；2017年11月，峨边
彝族自治县政府批准成立新林镇茗新
村，1200多名移民有了新归宿……

2018年，春风漾过脱贫地，激励彝
汉儿女奋发致富。“总书记牵挂着我们，
给我们支招致富，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
力？”从昭觉县自主移民到茗新村的阿牛

古集感慨，有了“身份”，村民们脱贫致富
的心愿更强烈了。

2018年，通过流转土地，村里种起
100多亩茶叶、400多亩李子；2019年，
建成1.5公里通村组产业路，建起153栋
新房，全村实现脱贫；2020 年，面积
6000平方米的中草药加工中心及配套
基础设施建成，解决了村民就近就地务
工，预计年产值达1000万元左右。截至
目前，全村已建成 400 亩李子、8亩芍
药、820亩白芨、122亩金银花等，特色产
业发展格局逐渐成形。

55岁的阿牛古集参加了厨师培训，
计划开一家农家乐；残疾人李里乌了种
了苦笋还修了鱼塘，每到周末都有游客
前来钓鱼；年轻的色特约布到浙江务工，
吃苦耐劳积累了资本，在浙江开起一家
劳务公司，并积极组织茗新村村民外出
务工……如今，曾笼罩在茗新村人头上
的贫苦不见了，每个人脸上都朝气蓬勃，
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千日奇迹 乡村治理显成效

茗新村的变化，是峨边脱贫攻坚工
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以“党建”
为核心引领，全县上下众志成城，下足

“绣花”功夫，精准施策，攻克深度贫困堡

垒，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变革浪潮——
编制五年规划，实施三年行动，锁定

年度目标压茬推进，逐年细化制定年度
脱贫攻坚计划和扶贫专项规划，制定落
实“一户一策、一村一方案、一乡一部
署”。把“生态立县”作为脱贫奔康的治
本之策，探索建立山区现代农业“2+3”
体系，带动贫困群众实现“土地流转收租
金、入股合作分利金、就近务工挣薪金、
网络售卖得现金”的多重收益。建立产
业扶持基金，扶持小农生产经营。举办
各类培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鼓励群众
外出务工。标本兼治补齐民生短板，确
保上好学、看好病。常态化开展“回头
看”，落实贫困人口动态调整管理机制，
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下一户一人。

以基层治理、社会治安、移风易俗、
教育普及等各大板块为主要内容的乡村
治理，推进“富口袋”与“富脑袋”有机统
一，让峨边群众实现物质精神“双脱
贫”。茗新村实行的“积分超市”就是创
新推动乡村治理的重要载体。

“积分超市”把村级治理5大类 52
个小项设置为积分事项，包括吃饭上桌、
红白喜事节俭办、积极务工等都能加分，
积累到一定分数就可以兑换相应物资。

“村里有孩子考上大学就奖励500
分， （紧转第2版）

千日奇迹 缔造致富“茗新”
世上有没有奇迹？站在一望

无际的中药材基地里，峨边彝族自
治县新林镇茗新村人会坚定不移
地说：“有！”。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的大凉
山之行，激励着地处小凉山地区的
峨边人民奋发脱贫，尤其是从大小
凉山自主搬迁而来的 1200 多名茗
新村村民，因为这里与大凉山的联
系更为紧密。

作为 2017 年 11 月才批准成立
的建制村，茗新村村民虽然来自四
面八方，可脱贫攻坚把大家的心凝
聚在了一起。依托东西部扶贫协
作，当地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地里
种上乌天麻、白芨、金银花，建起中
草药加工中心，青壮年小伙参加技
能培训，走出大山务工创收……仅
仅 1000 余天，茗新村村民就从贫
穷落后，跨越到人均年收入超过
8000元。不仅如此，茗新村的村集
体经济发展起来了，家家户户搬进
了漂亮的小楼房，休闲广场上响起
快乐的歌声。

本报讯（记者 鲁倩文）昨（3）
日，乐山宣传文化系统召开传达学
习宣传贯彻全国、全省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精神工作会。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于丽主持会议并讲
话。

于丽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市宣
传文化系统要按照党中央、省委和
市委统一安排部署，抓好贯彻落
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确保学习
教育取得实效，永葆坚定信念、奋
斗精神、为民情怀和担当本色，以
优异的成绩为建党百年献礼。

于丽强调，要提高认识，统一思
想，深刻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重要性。要通过学习党史汲取营
养、清醒头脑、收获前进动力，更好
地总结经验、认识规律、传承红色基
因，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
一行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要明确方向，突出重点，切实增
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要
牢牢把握“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要求，把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融

入日常、抓在经常，做到“学出绝对
忠诚、学出信仰信念、学出辩证思
维、学出为民情怀、学出忧患意识、
学出昂扬斗志”。要加强组织，狠抓
落实，努力提高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实效性。要结合自身实际、创新
方式方法、加强宣传引导、将学习党
史教育与服务群众办实事结合起
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攻坚克难、干
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又讯（记者 鲁倩文）昨（3）日，
市委办公室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
（扩大）会议，学习全国、全省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精神，以及市级
领导干部和县处级主要负责同志
读书班精神。

会议强调，要把握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大意义、重要内容和基本要
求，加强组织领导，树立正确的党
史观，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通过专题自
学、政治引领、专题培训、“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及专题民
主生活会、专题组织生活会等形
式，结合自身职能和工作实际，深
入开展党史教育学习，确保学深悟
透、入脑入心。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本报讯（记者 张波）昨（3）日，
乐山市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
调整改革（简称“两项改革”）“后半
篇”文章电视电话工作会召开。市
委常委、组织部长赖俊出席会议并
讲话，副市长郭捷主持会议。

赖俊指出，两项改革启动以来，
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
署，先后完成了调乡、合村、并组、优
化社区等改革“四部曲”，各项工作
有条不紊推进，基层运转井然有序，
广大群众普遍支持，实现了县域经
济版图的整体性重塑、城乡融合格
局的系统性再造、基层治理体系的
结构性变革。

赖俊强调，两项改革“后半
篇”文章是改革的压轴戏，是改革
终端见效之举。各地各部门要聚
焦认知强站位，为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
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
的基层基础；要聚焦落实强组织，
全力保障各项工作推进，真正作
为“一把手”工程抓实抓好。要聚
焦高效强机制，强化工作的大统
筹、大协调、大联动、大调度，最大
化发挥和利用好各方优势，形成
改革最大合力。要聚焦创优强担
当，在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上
多动脑筋、多做探索、多出经验，
推动改革工作走在全省前列；要
聚焦结果强考核，全市 11 个县
（市、区）都要全力争取“优”或
“好”的等次，高质量推进我市两
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各项工作落
地落实，切实把改革成果转化为
发展红利和治理实效，以优异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高质量推进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
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本报讯（记者 唐诗敏 文/图）纤长的电缆缓缓通过绝缘
机器，“穿上新外衣”后接受高能电子束辐照，再经成缆、护
套，将被运往全国各地，走入核电站或寻常百姓家。日前，
记者在位于乐山高新区的尚纬股份有限公司看到，在大型
器械的轰鸣声中，生产车间一片繁忙，400余名员工正铆足
干劲抓生产，力争牛年“开门红”。

“我们生产的电缆，种类可太多了，小到家里用的BV
线，大到超高压电缆，都有。”尚纬股份有限公司产供中心
副总监栾渊明告诉记者：“电缆算是‘刚需’，受疫情影响较
小，2020年增产达10%。从大年初四开始，我们便逐步恢
复生产，现在员工已全部到位。”

据了解，尚纬股份有限公司分两大厂区，老厂区共5个
生产车间，新厂区设有1个大型生产车间与立塔。各厂区
严格落实防疫要求，确保防疫、生产安全。

尚纬股份有限公司：

铆足干劲抓生产铆足干劲抓生产力争牛年力争牛年““开门红开门红””

从“应保尽保”到“医保减负担”；从
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到国家
集采药品、百元心脏支架快速落地乐
山，再到西南片区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
直接结算……自2019年 2月组建成立
以来，市医保局强化政治担当，深入推
进医保制度改革。两年时间里，该局积
极争取国家、省医保改革试点12项，推
动乐山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谋民
生之利、解民生之忧、浇灌民生幸福。

医保有“温度”呵护群众“心”服务

市医保局持续完善医保制度，统一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生育保险
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建立以基本医保为
主体，补充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商
业健康保险共同发展的多层次医保体
系。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由2018年的490元/人/年,提高

到 2020 年的 550元/人/年。降低特殊
疾病门诊、大病保险起付线，提高基本
医保支付限额和国家谈判药品、部分高
值药品报销比例，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将118种国家谈判药品和高血压、糖尿
病等门诊用药，纳入全市医保报销范
围，新增艾滋病、普拉德-威利综合征等
特殊疾病门诊，调整完善高血压、痛风
等25种特殊疾病门诊认定标准和报销
范围。

兜底民生作用愈加明显。两年来，
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费政策范围
内平均报销比达79.76%，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平均报销比为75.75%。

有效防范因病致贫、返贫。目前，全
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全部纳入医保覆
盖范围，他们不仅享受到先诊疗后付费的

“一站式”结算医疗服务，还能享受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
重医保政策。2019 年以来，全市共有
30.33万人次享受脱贫攻坚医保待遇，报
销金额 5.52 亿元，个人自付比例低于

10%。
2019年起，市医保局在医保领域开

展一系列改革：加快建立多元复合的医
保支付方式，减轻患者就医负担，提高
基金使用绩效；持续优化医疗服务价
格，完成2批次32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新增工作；结构性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
格69项；积极推进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
集中采购，落地3批次112种集中采购
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53%；探索建立
医保基金监管长效机制，守好老百姓的

“救命钱”；推出医保“八办”便民服务，
优化办事流程、拓宽服务渠道、精简办
理环节，减少群众跑腿次数......

市医保局通过“兜底线、织密网、促
改革”，彰显医保使命担当，推出各种便
民服务，推进政策快速落地，增强了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点滴筑“大爱”全民健康有“医靠”

邓学会是重庆市某单位的退休职

工，现今和老伴居住在乐山。以前，患
有糖尿病的邓学会每次住院都需要先垫
付医疗费，待出院后再将相关手续材料
寄回重庆市核算报销，整个过程极为不
便。2021年，我市开通西南片区门诊慢
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这意味着她只
需要先备案、选定点医院，就可在乐山
已开通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
定点医院，刷卡结算医疗费用，再也不
用为报销费用而两地奔波。

乐山医保卡开通“全国漫游”功能，
是市医保局近年来推进医保改革的成效
之一。实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
异地门诊和药店购药直接结算服务，将
外出农民工、外来就业创业人员纳入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圆满完成国家医疗保
障局信息平台建设跨省实地验证测试，
被国家医疗保障局列为首批“自助开通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试点。

小小医保卡成为社会“大医靠”，这
是我市持续完善医疗保障体系的一个缩
影。 （下转第2版）

浇灌民生幸福
——乐山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综述

忙碌的生产车间忙碌的生产车间

“老雷，明天招聘会都安排好
了吧？”1月25日，沐川县高笋乡党
委书记师玉容一见到高笋乡安坪
村党支部书记雷文明就急着询问
第二天招聘会的准备情况。

“放心吧，老师！”雷文明亲切地回
答。“老师”是安坪村村干部对师玉容
的称呼，也是雷文明带头喊起来的。
如今，村民们也都爱叫她“老师”。

起初，雷文明对这个城里来的
女干部还有些“不待见”。师玉容
提出去村民家走访，雷文明故意带
她走荒路，“想试试她是不是能干
事的人。”

雷文明没想到，在又湿又滑的
泥地里，师玉容走得比他还快，而

且愣是这样跑了一个月，脚上打起
了泡也没吭声。雷文明心想，这个
女娃不娇气，能干事。

2016 年，安坪村启动新村聚
居点建设。作为当时沐川县最大
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安坪村被
看作全县的“样板”。雷文明告诉
记者，为了确保贫困户按期入住新
房，师玉容马不停蹄地投入聚居点
建设，带着村干部们想规划、做设
计、抓实施。“她经常熬到第二天凌
晨，村民都起床赶场卖菜了，她才
回去休息一会儿，不久又按着上班
时间赶回来，为的是不耽误白天的
工作。”2017年春节前，聚居点如
期建成。村民搬家那天，雷文明打
心底里佩服了，“这女娃是真的能
干。” （下转第2版）

村干部眼中的师玉容

“安坪是她的第二个家”
■记者 付小惠 马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