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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观察

“孩子的脾胃不好，请问用哪种膏方
好？”“三百琼玉膏用多长时间有效
果？”……12月22日，在恩施州中心医院
（以下简称州中心医院）首届膏方节活动现
场，医务人员免费为市民提供艾灸、穴位贴
敷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这是该院开展的

“‘医’心为民，党建＋”系列活动内容之一。
近年来，该院围绕群众就医需求，推

进“‘医’心为民，党建＋”系列活动，19
个党支部近700名党员组成“医疗队”下
沉县域，让武陵山区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州里来的专家”就在身边

“我在山上砍柴，砸伤了右下肢
……”12月4日，鹤峰县中医院急诊科
接到走马镇红罗沟村一名群众的求助电
话，迅速派出急救团队前往。经过一个
半小时的紧急救援，伤者成功脱困。这
支及时、高效的急救团队的快速成长，正
得益于“州里来的专家”——州中心医院
驻该院医疗团队的倾囊相授。

鹤峰县中医院由乡镇卫生院改建而
成，主要服务走马镇、铁炉白族乡、五里
乡等地群众。2022年3月，州中心医院
对其开展结对帮扶。

州中心医院派驻鹤峰县中医院挂职
副院长刘龙庆表示，结对帮扶就是要为
县级医院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高水平医
疗队伍。

一年多来，州中心医院在鹤峰县中
医院先后开展新业务新技术18项，手术
示例100台，专业培训32场，接收医护
人员进修学习14人，接诊患者1400人

次。鹤峰县中医院脑卒中救治站、胸痛
救治单元通过省级评审；妇产科、超声
科、麻醉科、五官科等多个专科技术上实
现“零”的突破；健康服务中心仅用一个
月时间完成筹备并开科，迄今已收治患
者1200余人。同时，通过5G智能远程
会诊系统，鹤峰县中医院还可与州中心
医院专家组团队无缝衔接。

除鹤峰县中医院外，州中心医院还
与建始县人民医院、宣恩县人民医院等5
家县级医院,利川市凉雾乡卫生院等3家
乡镇卫生院建立对口帮扶关系，派出近
20名专家“驻点”帮扶、多科室“组团”帮
扶，开展各类义诊30余场，业务讲座50
余场，免费发放各类药物价值近10万元。

“速救网络”打通生命通道

12月1日12时49分，82岁的江爷
爷突发胸闷、胸痛，被家人紧急送到巴东

县金果坪乡卫生院。
12时55分，卫生院完成首份心电

图后，上传至州中心医院建立的恩施州
胸痛中心微信群。值班医生判断是急性
前壁心肌梗死，考虑患者年龄大，建议嚼
服“心梗一包药”。随后，卫生院将患者
转送至州中心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术
后，患者于12月13日康复出院。

“恩施山高路远。过去，患者突发心
肌梗死等疾病，层层转院，易耽误救治时
间。”州中心医院院务委员、内科心血管
病中心主任雷玉华表示，为了让患者赢
得救治“黄金120分钟”，医院建立了全
州胸痛中心微信群，群内有专人24小时
值班；在患者到达医院之前，胸痛中心已
开通绿色通道并做好手术准备，实现了
患者未到、信息先到。

在推进“‘医’心为民 党建+”系列
活动中，州中心医院内科心血管病中心
送课到基层，指导67家乡镇卫生院开展

胸痛救治单元注册及建设工作，在全州
建立起心血管病防治网格化管理体系。
此外，依托州中心医院建立的脑卒中、肿
瘤、结核和儿童青少年近视等州级防治中
心，多专科疾病的“速救网络”渐趋完善。

全方位推进县域三级医院创建

11月2日，州中心医院举办第七届
PDCA案例展示大赛，邀请正在创建三
级医院的8家医院，就医院质量管理、专
科建设、三级医院创建等进行交流。

“展示案例可操作性强，很受启发。”宣
恩县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何义政表
示，今年6月，宣恩县人民医院启动三级医
院创建工作，州中心医院随即组织医务、护
理、院感和药事等相关部门成立指导组，在
总结该院三甲复审典型经验做法的基础
上，制作相关培训课件，开展专题授课。

为支持县域三级医院创建工作，州
中心医院选派6位管理型临床专家到创
建医院挂职副院长，接收34家县市医疗
机构118人次来院进修，实地调研7个
县市12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月，恩施州卫健委开展创建三级医
院督导检查发现，8家创建医院在资源配
置、学科建设、服务能力等方面均取得了
较好成效，其中宣恩县人民医院在癌痛
规范化治疗示范病区创建受到好评。

从行政管理到质量安全，从专科助
力到业务提升，州中心医院全方位搭建
起三级医院创建交流平台，持续推进优
质医疗资源长效下沉，通过“输血”提升

“造血”功能，助力基层医疗机构有效提
升综合服务能力水平。

州中心医院结对帮扶6家县级医院——

“输血”推动“造血”畅通山区速救网络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 通讯员 侯丹丹 杨名

“秉公办事 为民讨薪”“讨薪
维 权 暖 人 心 排 忧 解 难 似 亲
人”……走进恩施州劳动保障监察
局，一面面锦旗引人注目。

近年来，恩施州各级劳动保障
监察部门聚焦欠薪易发领域，不断
完善“防、治、疏”一体化综合治理体
系建设，让劳动者“安薪”更安心。

选树“标准化安薪项目”

“工资每个月按时发放，愿意在
这里干。”12月15日，在恩施高新区
188亩工业厂房项目建设现场，8号
楼装修工人廖平清“刷脸”入场。

项目劳资专员胡林泉正在收
集整理农民工花名册、考勤表、工
资代发申请表，向总部申请发放工
人11月的工资。

“以前是把工资拨付给分包单
位或直接交给包工头，由分包单位
或包工头再发给工人，中间容易发
生拖欠、卷款跑路等问题。现在工
资全部通过农民工工资专户银行
代发。”胡林泉表示，按月足额发放
工资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也提高
了项目建设质量。

今年初，恩施州出台“标准化
安薪项目”创建标准，在住房城乡
建设、交通、水利、农业农村、铁路
等工程建设领域全面落实实名制
管理、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总包
单位代发工资、工资保证金、维权
公示“五项制度”。

截至11月底，恩施州认定授
牌“标准化安薪项目”197个，全省
排名第三。

信息化管理解“薪”忧

宣恩县在建项目工地门前都
贴有一张二维码，建筑工人通过扫
码下载“工匠365”APP，完成实名
认证后，可实现考勤打卡、工资查
询、投诉举报等。

“当系统出现黄色预警时，我
们会即刻通知项目劳资专管员，督
促施工单位限期整改。制度落实

和工资拖欠问题解决后，预警会自
动解除。”州劳动保障监察局副局长
尹犇介绍，依托恩施州劳动关系及
风险监测平台，劳动保障监察员可
动态掌握每个在建项目用工情况，
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变动、劳
动合同签订、用工实名制考勤、工资
支付等业务数据一目了然，形成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监管闭环。

今年7月，恩施州劳动保障监
察局将开发的保障农民工工资支
付管理系统改造升级为“恩施州劳
动关系及风险监测平台”，将非建
筑领域的用人单位劳动关系风险
纳入监测。该系统归集发改、住建
等20余个部门数据，实时抓取用
人单位用水用电、劳动合同签订、
社保申报缴费、纳税等异常信息，
分析研判用人单位劳动用工情况
及劳动关系风险隐患，生成预警信
息向相关部门推送。

目前，全州已对6541个建设
工程项目和484个非建领域用人
单位实现了信息化预警监管，共处
置预警数据51457条。

一站式中心维“薪”权

每年底是欠薪高发时期。11
月中旬，恩施州启动根治欠薪冬季
专项行动，向社会公布欠薪投诉举
报电话及维权二维码。农民工可
随时随地“掌上”提交欠薪线索，平
台收到线索后，安排专人在1个工
作日内，将问题线索转办至属地一
站式劳动保障维权中心。

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恩施州已
出动劳动监察执法人员182人次，
检查用人单位268家，集中接访47
人次，现场化解欠薪问题11件。

以创建“一站式劳动保障维权
中心”省级试点为契机，恩施州劳
动保障监察局建立州、县（市）、乡
（镇、街道）、村（社区）四级劳动保
障监察维权服务网络。截至11月
底，全州立案和协调处理欠薪案件
536件，共为7714名劳动者追回
工资9047万元。

全方位“安薪”工程
保障农民工无忧“酬”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鲁腾 通讯员 王群

12月21日下午4时，建始县
业州镇中百广场，刚送完外卖的
骑手田钧木来到新就业群体服务
站稍事休息。

此时不是订单高峰，10多名
外卖小哥坐在驿站里面，取暖、喝
水、充电、看书。

驿站面积不大，占地18平方
米，中间摆放着3把长椅，两边书
桌靠墙，放着微波炉、饮水机、空
调、电风扇、冰箱、医疗箱等，专门
用于外卖、快递小哥们休息。

“有地方遮风避雨，还能喝上
热水，吃上一口热乎饭，很贴心
了。”易德梅从事外卖员已经大半
年时间，她说，以前她和同事累
了，只能在广场边的花台上躺一
躺。现在有了驿站，大家闲下来
就到这里来休息，孩子放学后还
可以接到这里，忙的时候让同事
帮忙照看，感到非常安心。

中百广场周边居住人口有5
万多人，餐饮、药店、超市等商铺
500多家，每天活跃着200多名外
卖小哥。深化主题教育，“解锁”
群众微心愿。前不久，建始县委
组织部部委委员何傲、业州镇市

场监管所党支部副书记
代中华来到中百广
场，了解外卖小哥们
的诉求。

“遇到雨雪
天气，我们只能
躲在高架桥下、
商户屋檐下。”
“严寒酷暑，只
能坐在车上打
盹。”“希望政府
能提供一个休
息的地方。”交谈
中，大家提出了

建休息区的想法。
“你们觉得休

息区应该建在哪，怎
么建？”何傲问。
“位置可以就在广场边，

10多平方米就够了。”“最好有张
大桌子，能趴着睡觉。”“建议路边
划停车位，方便车辆集中停放。”

“买一台微波炉，方便热饭菜。”“安
一台饮水机，有热水喝就更好了。”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何傲逐

一记下。
外卖小哥“点单”，党委政府“接

单”。随后，县委组织部召集交通、城
管、工会、工商联、业州镇等10多个
管理和服务部门开会，将闲置的集
装箱房搬到中百广场边，投入3万多
元，对照“清单”采购物品，并在路边
划了10多个摩托车停车位，全省首
家可供外卖小哥休息的驿站落成。

为了确保“小哥驿站”持续稳
定运行，县委组织部协调电力、自
来水公司等单位，将水电纳入市
政管网，城管部门每天安排2名环
卫工人打扫驿站及周边卫生。

目前，中百广场和业州大道
上的两个“小哥驿站”已投入运
行，每天可为700多名外卖、快递
小哥提供服务。

为缓解外卖小哥就餐难、就
餐贵问题，该县还依托餐饮门店
建设了4家“小哥食堂”，外卖员、
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就餐享受8
折优惠，同时提供歇脚休息、免费
饮水、手机充电、自带餐饮免费加
热等关心关爱服务。

建始两个“小哥驿站”投运

700余快递外卖员有了歇脚地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吴定力 田青龙

建始县业州镇中百
广场新就业群体服务站。

恩施
州中心医院
医务人员为巴
东县官渡口镇火
峰社区群众提供中
医适宜技术“耳灸”服务。

恩 施
州中心医

院关节外科
诊疗中心副主

任李磊（右一）带
领来凤县人民医院

骨外科运动医学团队，实
施关节镜下肩袖撕裂修复术。

昔日插花地，今日共管街

鄂渝边际“坝海”相融一家亲
文/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蔡俊 通讯员 杜迪纳 李芹仪

12月22日，咸丰县大路坝区和
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镇两地水利
中心、河长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对交界的中坝河开展日常的联合
巡河工作，对水环境保护、“四乱”
问题等工作进行全面摸排。

大路坝区和小南海镇山水相
连，人文相亲，人员往来频繁，是鄂
渝边际区域治理和发展的重点难
点地带。

近年来，两地以推动区域高质量
发展为主线，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在生
态保护、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方面携
手合作，描绘了一幅“坝海”相融，共
建共治共享的鄂渝边际风景线。

中坝河是大路坝区与小南海镇的界
河，曾经是“两不管”地带，不仅河道脏乱，
而且每到汛期，河水泛滥，两岸群众备受困
扰。

“中坝河最大的问题出现在管理上，因
为是界河，涉及两地，管理长期边缘化、空
白化，河岸和河堤修缮出现‘缝缝补补又三
年’的情况。”大路坝区水利中心负责人张
文舟坦言。

2016年，两地党委、政府牵头，会同水
利、国土等部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
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管护机制，对中坝
河进行分区分段治理。

张文舟介绍，因两地行政体系不同、管
理标准不同，信息沟通难，统一协调难，分
区分段治理也难以为继，部分河段再次成
为治理“真空”和管理洼地。

2020年，两地又以“联合共治”为着力
点，健全信息共享和协同管理机制，建立联
合巡查、联席会议和事故协商处置等制度，
中坝河治理从“分段治”走向“全域治”。

咸丰县大路坝区谭家坪村段溪河河道
沿线多年来没有设置固定的垃圾投放点和
垃圾桶，附近村民在河道内倾倒生活垃圾，
污染了河道和水体。

今年2月，咸丰县和黔江区检察部门
启动联合调查，召开“跨省域联合公开听证
会”，督促两地对河道内的生活垃圾进行了
清理，沿线设置了17个垃圾投放点，投放
了80多个垃圾桶，并安排垃圾清运车每周
组织一次清运，有效解决了污染问题。

在河道综合治理项目建设中，双方共
下“一盘棋”。2022年夏季，洪水冲毁大路
坝村曹家坝一带的河岸，导致农田不同程度
被淹。大路坝区工委积极向上争取水利项
目，对这一带进行了治理。今年11月，小南
海镇申报向家湾至徐家嘴河堤的游步道项
目。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两地居民休闲散步
好去处。

12月5日，小南海镇桥梁村白茶种
植基地，10多名工人除草、施肥，加紧实
施冬季茶园管护。

“村里能发展白茶产业，多亏了大路
坝村毫不保留地提供种植技术，让我们
少走弯路。”小南海镇桥梁村党支部书记
田维群说。

大路坝区大路坝村与小南海镇桥梁
村交界，两地土壤、气候相仿。看到大路
坝村发展白茶效益不错，桥梁村也萌生
了种植白茶的念头。大路坝村立即帮助
桥梁村联系种苗，并提供技术支持。

如今，桥梁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流
转土地发展200亩白茶，每年可为村集体
增收4万元，带动100多户村民增收。

近年来，大路坝区和小南海镇共谋
富民产业，惠及两地村民。

小南海生态蟹养殖基地占地面积
32亩，是流转两地农民的土地建成的跨
省养殖基地。

“基地以生态养殖鱼和大闸蟹为主，
其中15亩涉及大路坝谭家坪村农户。”基
地负责人向锦华介绍，2017年，在两地村

“两委”协调下，谭家坪村20户村民通过
土地入股养殖基地，除了每年领取600元
租金外，还能按比例进行年底分红。

小南海、大路坝两地都有种植油菜
的悠久传统。两地以“万亩油菜花海”基
地为依托，推动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
融合，新开办乡村旅游农家乐10家，通
过完善吃、住、行、游、购、娱等旅游配套
服务，实现一地多收、产业增效。

两地利用区域内独特的生态、旅游、文
化等优势，共同完成桥梁村乡村旅游发展
规划编制，联动开发小南海镇桥梁村古枫
寨、小朝门及大路坝区二仙岩、云家湾乡等
特色旅游景点，持续推进小南海镇桥梁村
古枫寨—大路坝区大路坝村云家湾乡村
旅游一体化发展。

驱车驶入省道209线黔小二级公
路同心桥处，一块写有“醉美大路坝 风
情小南海”十个大字的红色标牌十分醒
目。

驶过这个标识牌，便进入鄂渝边区
“共管街”。该街是进入大路坝集镇和
小南海景区的必经之路，沿线居住着
95户村民，其中61户是重庆户口，34
户为湖北户口，甚至部分楼上楼下的住
户，也分属两个省市。

大路坝区工委书记甘露介绍，“共
管街”之前并非共管，由于这条街是典
型的“插花地”，关系错综复杂，管理起
来极不容易。

2013年，在修建黔小二级公路时，
由于涉及湖北、重庆两地政策不同，土地
征收标准不一，征地工作推进十分困难。

在这条街中段，坝上和坝下分别住
着小南海镇居民和大路坝居民。坝上
居民经常往坝下乱丢垃圾，常常引发矛
盾纠纷。

为推进两地的共融共治，大路坝
区、小南海镇积极开展“人大代表在行
动”“院坝协商”“渝事好商量”等活动，
收集民意、吸纳民智。两地党委政府多
次协商，将2公里长的老街统一规划，
植入本土文化元素，对沿街飞线、环境
卫生进行了整治和提升，共建共治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街。

去年10月，两地联合成立党建引领
边区融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将大路坝
区财政所搬离，腾空房屋用于这一常设
机构的两地工作人员集中办公，实现融
合治理常态化、实体化运行。

两地还依托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综
治网格，建立起“镇、村、组、户”四级治
理体系，在接壤地段设立共管区域，建
立7—10人的治安联防队，常态化开展
联合巡逻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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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县大路坝区（河左）和重庆市黔江区小南海镇山水相连。

（通讯员 段毅 摄） （通讯员 王静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