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古黄河民
俗生态园柳树湾景区
3万多平方米的格桑
花、波斯菊盛开，吸引
游客和市民前往赏花
看景、拍照打卡。

■通讯员 周长国

秋日花海

25星期二 2022年10月 A5社会E-mail/harbxwbjb@163.com 责任编辑/赵 懿 版式设计/孔莉莉

■通讯员 邰 昊

本报讯 为深入梳理解决群众诉
求，日前，市市场监管局完成我市

“12345”平台与全国“12315”平台对
接集成工作，实现全渠道、全业务、全
系统诉求集中汇集帮办。目前，系统
已成功运行。

对接后，全国“12315”热线诉求
登记环节嵌入我市“12345”平台，平
台间数据和业务实现互联互通，做到
诉求统一登记、信息资源共享、业务实
时交互。同时，“12315”与“12345”双

号并行，继续提供“7×24小时”全天
候人工服务，广大市民可通过拨打

“12345”或“12315”，进行市场监管领
域相关问题的咨询、投诉、举报，服务
热线人员将统一响应。不仅如此，系
统数据按需开放，为市场监管部门履
行工作职责、解决共性诉求、进行科学
决策提供支撑。

据介绍，市市场监管局将进一步
加强与我市“12345”平台联动交流，
优化工作流程和资源配置，加强事前
研判、事中沟通、事后完善，不断提升
为民服务能力和水平。

我市完成“12345”平台与
全国“12315”平台对接集成工作

■融媒体记者 张金宇
通 讯 员 吴 妍

本报讯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
水稻分子遗传育种专家万建民莅临省
水稻产业技术体系淮安推广示范基地
（国家稻麦科研育种创新基地），开展
实地考察调研和工作指导。

万建民一行考察了水稻新品系试
验示范展示、“淮稻”系列新品种选育、
新技术集成推广示范情况，深入田间
察看水稻新品种新品系生长性状和综
合表现，听取基地负责人有关情况汇
报。万建民对基地建设情况及功能作

用的发挥、“淮稻”系列新品种为区域
优质稻米产业发展作出的贡献给予充
分肯定。他表示，优良水稻品种关乎

“吃得饱”，更关乎“吃得好”，淮安作为
苏北地区的重要粮仓，要继续充分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锚定自身优势、育种
基础和主攻方向，强化水稻优异基因
挖掘和育种相关试验研究，尤其是加
快生物育种创新，选育出适宜苏北特
别是淮安种植的区域性特色性优质专
用水稻品种，为淮安稻米产业高质量
发展乃至全省种业科技创新提供强劲
动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来淮调研指导
淮安水稻育种产业发展工作

绘就法治乡村幸福画卷
——淮安乡村民主法治建设新典型剪影

■融媒体记者 叶 列
通 讯 员 姚 瑶 徐亚洲

“我相信，当你为他人带去温暖
的时候，也会温暖自己。”这是“90
后”社会工作者曹阳从事社工服务的
心得体会。

自2015年参加工作以来，曹阳
一直从事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广
泛，包括青少年社会工作、老年社会
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等。除了提供专
业社工服务，他还将推动社会工作发
展当作自己的责任，采取多元化方式
提升社会组织能力，为社工行业发展
注入活力。

2016年 6月，盐城市阜宁县遭
遇强冰雹及龙卷风双重灾害，曹阳代
表淮安市清江浦区心苑社会工作服

务社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开展灾后服
务工作。

那段日子里，曹阳与受灾群众同
吃同住，深入了解服务对象需求，制
定专业服务方案。在个体层面，他对
安置村民进行走访，对有特殊需求的
村民开展个案服务。在群体层面，通
过组建抗挫力小组、安全教育小组
等，提升安置点青少年应对困难和挫
折的能力，减轻灾害对其心理健康的
影响，并建立居民之间自助互助的社
会支持网络，成立青少年志愿服务队
和老年人服务队，融洽社区关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曹
阳迅速组织机构员工，参与社区一线
疫情防控工作。

线上，他统筹组建“防疫支持
群”，每天在群内发布最新疫情发展
情况，分享防疫知识，为居民提供心

理支持、情绪疏导等服务，打造“心防
网络”。

线下，他组织社工在多个社区免
费为老人打印制作“淮上通”胸牌，解
决老年居民的实际困难。同时，他组
建志愿者服务队，协助社区巡逻，做
好疫情防控宣传工作，引导居民戴口
罩，并开展“爱心敲敲门”活动，为
200多户困难家庭送去防疫物资。

2022年 3月至今，曹阳除了组
织社工机构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外，还
作为一线志愿者投身核酸检测工作，
协助清江浦区富强社区开展6轮核
酸检测，共计检测6000余人次。

曹阳心中有一个愿景——以淮
安市各级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为
平台，开展培训和辅导，实现需求和
服务的有效匹配和对接。

多年来，在民政部门关心和支持

下，淮安市各级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
心不断壮大，培训和辅导的内容从政
府采购项目投标培训、项目创意沙龙
策划，拓展到社会组织内部管理培
训、社会组织等级评估培训等。

在协助其他社会组织争取项目
资金的同时，曹阳不断加强社会组织
自身的能力建设。他坚信，只有涌现
出更多优秀的社会组织，才能促进社
工行业的整体发展，才能让服务对象
得到更好的服务。

扎根一线 磨砺青春
——记优秀社会工作者曹阳

“红湖村产业发展有天然优势，但
要持续性发展还必须有‘法管家’。”金
湖县红湖村党总支书记邹修桂深知，
民主法治建设在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
作用。今年，红湖村正在创建全国民
主法治示范村，邹修桂边实践边总结，
把准兴村富民过程中“富”与“法”的关
系。

作为全县第一家设立股份经济合
作社并实行分红的村，红湖村利用县
开发新区位于本村的优势，集中投资
500万元建造9110平方米标准厂房，
打造300亩红湖村创业点。

产业富民，法治护航。红湖村充
分发挥本村法律顾问、企业法律顾问、

“三官一律”、“法律明白人”等“法管
家”的作用，通过线上推送参考案例、
线下开展“一对一”法治体检等方式，
满足企业经营发展的法律需求，帮助
查找制度漏洞和薄弱环节，并对村集
体产业规划、项目投资融资等进行法
制审核，确保风险防范在前、法治谋划
在先。

该村创业点的一家企业由于能耗
过高，不符合产业发展要求，连年亏
损，经营难以为继。村集体在村法律
顾问、“法律明白人”等“法管家”的帮
助下，重新招引一家再生资源公司入
驻，盘活了闲置的土地和资产。

“法管家”们结合市司法局部署开
展的“法润淮商”“百所进千企 法治
体检”“送法进企业”等专项活动，每年
开展“法治体检”150余次，把关合同
50余个，提供建议200余条。

贴心贴意、扎实有效的服务换来
了红湖村13家工业企业、58家三产服
务企业年产值4.5亿元的累累硕果，吸
纳本村 500多名劳动力在家门口就
业，人均年务工收入4万元以上，去年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10万元。民富村
强的真实体验，让老百姓感受到法治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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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一小”，一头连着“夕阳”，一
头连着“朝阳”，事关千家万户的和谐
稳定。

“现在村里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
我们用‘法’来丰富‘一老一小’的闲暇
生活，年轻人可以放心在外打工。”面
对全村60岁以上老年人632人、16岁
以下青少年340人的现状，淮阴区淮
高镇大福村党总支书记胡海荣把法治
宣传融入老年人和青少年的日常生
活，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在大福村村民活动中心“幸福院”
里，助餐点、康养阵地、观影活动室、日
间照料中心等功能区经常可以见到村

“法律明白人”王玲玲的身影。她结合
老年人经常遇到的诈骗、继承、赡养等
问题开展法治讲座，不断强化老年人
学法用法维权意识。“之前我接到过诈
骗电话，说我孙子要用钱，让我赶紧打
钱过去。小王经常给我们宣传防骗知
识，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没上
当。”村里老人张德贵笑道。

在大福村村部，“儿童活动中心”
“法治文化阵地”“法律图书角”等契合
青少年成长需求的法治文化阵地一应
俱全。大福村还开设“小清淮”公益夏
令营、“福娃”兴趣班，组织退休教师、
大学生志愿者、“法律明白人”等，为村
里的中小学生上各类兴趣课程，讲解
亲子关系、安全自护等方面的知识，及
时化解矛盾，用“法”守护成长。

大福村留守少年明明，父母长期在
外打工，爷爷奶奶对其教育关注较少。
王玲玲了解到，明明沉迷网络，曾偷偷
将家里的洗衣机、电视机等电器变卖，
换取上网费用。王玲玲主动上门探访，
多次耐心地引导教育明明，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通过讲述现实中发生的真实
事例，让明明意识到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游戏的危害。据了解，现在明明的父母
已将其接到身边生活，他在父母身边改
变了很多，近期表现很好。

“通过挖掘地方历史文化，在拉近人与人
距离的同时，让心与心的距离更近。”涟水县五
港镇政法委员孙中健在参与该镇前营社区农
房改善项目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法治文化在
基层治理中的强大力量。

走进前营社区，除了美观舒适的农房、平坦
通畅的道路、生机盎然的绿化，最吸引人的要属
利用磨盘、水缸、石滚子等老物件建设的一个个
小景观。这些老物件都是搬迁时居民捐赠的。
借助这些老物件，前营社区建起“村味”主题景
观、“村味”法治文化长廊等，让小家的“传家宝”
转化为全村的变迁“记忆”，在留住“乡愁”的同
时让法治信仰深深扎根于百姓心中。

前营社区地处淮安、盐城、连云港三市交
界处，素有“鸡叫闻三市”的说法。集中居住
后，生活场景的变化、生活习惯的差异，导致居
民间容易发生矛盾摩擦。

社区干部与“法律明白人”一起开展家家走
访，并多次组织召开会议，征求群众意见，经多
轮修改，制定通过了《前营社区居民自治章
程》。“制度是社区组织我们集体讨论制定的，执
行的时候，我们心服口服。”社区居民薛步云说。

前营社区党总支书记嵇永富在日常工作
中将村规民约集体协商制作为“制胜法宝”，
《居民管理制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制度》《社
区干部教育管理制度》《村规民约》等一系列具
有前营特色的制度逐一出台，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在基层治理中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

社区开展的“美丽庭院户”“文明户”等评
选活动，“法德进家”“家规家风”等法治宣传活
动，让居民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的良好习惯。

截至目前，全市已创成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社区）9个、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
728个、培育“法律明白人”10748人，为乡村
振兴注入强劲的法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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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县人民医院在2021年度全国
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获佳绩
■通讯员 周培荣 孟宝剑

本报讯 日前，国家卫健委公布
2021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简称“国考”）成绩，盱眙县人民医
院在国家监测指标三级综合医院中的
等级由2020年度的B上升为B+，全
国排名由2020年度的713名上升到
618名，进位95名。

据了解，该考核从医疗质量、运营
效率、持续发展、满意度评价四个维度、

56个方面对参评医院进行综合分析，
并根据不同类别医院的功能定位、专
科特点进行排名。三级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是最官方、最权威、最综合的榜单，
是建设高水平医院的重要指标，是检
验和评价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成效的
重要标志。

盱眙县人民医院以健康中国战略
为指引，以创建三级乙等医院为契机，
充分发挥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指挥棒作
用，进一步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胡学元 刘昭融

本报讯 今年来，涟水县东胡集
镇针对时码居委会街道窄、占道经营
现象严重的问题，坚持党建引领，集中
精力、集中力量开展整治行动，先后投
入20余万元倾力打造“文明一条街”。

造浓氛围。通过设置公益广告
牌、道旗，制作文明实践所制度牌和乡
规民约、移风易俗事务公开栏、公共服
务事项目录牌等方式，广泛宣传文明
礼仪规范标准和居民生活卫生健康知
识，营造全民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党建引领。时码居委会党总支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
织居民开展“村规民约学习教育”“反
对陈规陋习、提倡文明新风”等活动，

增强文明意识。开展“文明家庭”“清
洁户”评选活动，引导居民规范经营，
倡导文明新风，摒弃陈规陋习和不文
明行为，培养良好文明习惯。

开展整治。由镇党员干部、联防
队员、时码居委会“两委”成员等组成
27人的文明创建小组，每日对摊位乱
摆乱放、车辆不按方向停靠、居民乱挂
乱晒等不文明现象进行整治。截至目
前，共拆除摊位帐篷17个、破旧门牌
6块，清理乱堆乱放29处，施划停车
位80余个，清除小广告200余条，清
理杂草杂物30余处，维修路灯40余
盏，硬化水泥路面1500平方米，更换
破损窨井盖9个，疏通维修下水道百
余米，街道环境焕然一新。

东胡集镇倾力打造“文明一条街”

■通讯员 杨 丽 祁 婕 ■融媒体记者 吴家婧
通 讯 员 杨晓竹 陈倩倩

本报讯 10月 23日下午，民建
淮安市委举行“同心共庆二十大 携
手迈向新征程”主题文艺汇演活动。

文艺汇演在喜庆祥和的歌舞《春
天奏鸣曲》中拉开帷幕，诗朗诵、黄梅
戏选段、古筝表演、女声独唱等节目相
继上演。其中，淮剧《黄炎培·寻路》选
段，通过富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淮剧音
乐，展现黄炎培忧国忧民、坚贞不渝的
爱国主义者形象；小品《上岸》通过一

个小切口，展示淮安民建与白马湖的
深厚渊源；情景剧《传承》由民建会员
和他们的子女共同创作表演，展现了
民建会员的传承与担当。

本次汇演由淮安民建会员精心创
作、表演，通过歌舞、朗诵、小品、情景
剧、器乐演奏、戏曲等形式，弘扬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歌颂中国
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光辉历程，表
达一代代民建人矢志不渝、赓续传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立场、奉献
精神和家国情怀。

民建淮安市委“同心共庆二十大
携手迈向新征程”文艺汇演举行

乡村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近年来，我市以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为抓手，扎实推进基层民主

法治建设，涌现出以金湖县银涂镇红湖村、淮阴区淮高镇大福村、涟水县五港镇前营社区等为代表的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新典型，绘就法治乡村幸福画卷。

医保知识问答（四十）

问：困难户老吴通过申请医
疗救助能获得怎样的保障？

答：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建
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全部纳入医
疗救助范围。我市重点医疗救
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政策范围内门诊、住院费用，对
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及其
他补充医疗保险报销后的个人
负担部分，在年度最高限额内按

不低于70%的比例给予救助。医
疗救助对象住院费用年度最高
救助限额为12万元。

目前，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
的救助标准为 70%，住院费用年
度最高救助额度为6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