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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提高居民健康素质

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

本报讯（记者 刘祺然
通讯员 张静波） 1月 6日，
县市场监管局迅速召开冷链
食品物防“三服务”工作动员
部署会，组建由局班子成员
带队的专项服务工作组，局
机关科室干部主动下沉一
线，协助基层所开展为期两
个月的“三服务”活动。

“进口冷链食品没有检
验检疫证明不得销售、没有
核酸检测证明不得销售、没
有消毒证明不得销售、没有
溯源码不得销售。”各服务工
作组积极响应、快速行动、深
入一线，全面开展冷链食品
生产、加工、销售相关单位专
项“三服务”。在开展冷链食
品全覆盖摸排检查中，县市
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将全县划
分为五大片区、24个网格，
对生产、加工、销售冷链食品

的相关单位进行全覆盖排
查，建立了“一户一册”台账，
切实掌握底数，摸清存在的
风险隐患点。

“每到一处，执法人员都
会督促经营户使用‘浙冷链
溯源码’，建立冷链食品销售
专区，通过‘一对一’指导、

‘手把手’教学等形式，帮助
经营户及从业人员熟练使用

‘浙冷链’系统，督促经营单
位建立冷链食品销售专区，
并提倡电子支付，使用现金
支付要求落实实名登记。“县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截至 1月 7日 18时，县市
场监管局已累计出动执法人
员 1897人次，检查相关单位
212家，督促指导110家冷链
食品经营户及餐饮单位激活

“浙冷链”系统，扫码率、赋码
率均实现100%。

县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
提醒广大市民，要选择去正
规超市或市场选购冷链食
品，凡是没有“三证一码”的
冷链食品建议不要购买，并
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举报
电话：12315、12345）；选购时

正确佩戴口罩，避免徒手接
触食品表面，建议使用一次
性手套或使用一次性塑料袋
反套住手进行挑选；购买冷
链食品时，建议尽可能通过
支付宝、微信等电子支付手
段进行结算。

本报讯（记者 刘祺然
通讯员 汪玥玲）“我妻子是
有二级残疾证的，之前每年
都享受医保免缴政策，但今
年，银行卡里却莫名被扣了
500元的医保费用，不知是
什么原因?”日前，池淮镇横
龙村党支部书记、村级代办
员叶魏红收到村民张大爷反

映的问题，立即上报池淮镇
便民服务中心，镇便民服务
中心实行“一窗办”，立即协
调镇残联、社保等站所展开
调查，并邀请县人民医院医
共体池淮分院的医生上门服
务。

“张大爷妻子的残疾证
已经到期，需要重新进行残

疾鉴定、换证，由于未及时去
医院鉴定换新证，残疾身份
未被认定，导致了医保扣
款。”池淮镇便民服务中心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避免
群众错失享受政策红利，镇
便民服务中心“一窗办”立即
协调镇残联、社保等站所及
驻村干部分工协作，在与县
残联沟通后立即安排医生上
门进行残疾鉴定、换证；并及
时与县医保中心进行了对
接，对已扣的医保费用做退
费处理后，使这一事件得到
快速、圆满解决。

据了解，在“县乡一体，
条抓块统”高效协同治理格
局试点工作的开展下，“一窗
办”无差别受理模式得到了

深入推进，有效破除了“办事
难”“办事慢”“办事繁”的壁
垒。“‘一窗办’模式摈弃了过
去在政务大厅由各个部门各
自设立窗口受理各自业务的
形式，推进公安户籍窗口、医
保窗口、民政窗口等县级部
门下放事项进驻镇便民服务
中心。”池淮镇便民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池淮镇级可办理民生事
项就达 242项，村级便民中
心可代办高频事项达 42项，
涉及医保、社保、民政、残联
等，不出村就可办理，有效打
通了办事“堵点”，纾解了群
众的“痛点”，逐渐成为全镇
群众的“心头好”。

督促使用“浙冷链溯源码”建立冷链食品销售专区

县市场监管局开展冷链食品物防“三服务”

着力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记者 姜玲 汪
亮亮）“路修好以后，村民上
山方便多了，也给来村里玩
的游客留下一个好印象。”1
月 5日，大溪边乡上安村红
高粱基地道路配套工程正式
通过验收，村党支部书记余
雄富开心地指着眼前的红色
塑胶道说，这条路不仅提升
了村里的颜值，还大大提高
了村民的幸福感。

原来通向红高粱基地的
是一条泥土路，一到雨天泥
泞不堪，上山十分不方便，

“晴天走一身灰，雨天走又是

一身泥。”说起之前的路，村
民余伟富记忆犹新。上安村
是红高粱种植大村，目前已
形成 500亩红高粱产业，但
因上山道路狭窄，路面坑坑
洼洼，不仅造成村民收获运
输农产品不便，还带来了极
大的安全隐患。去年 6月，
在村两委和大溪边乡的支持
下，红高粱基地配套道路正
式开工，整条路沿山而建，连
接至山上的田地，道路以塑
胶跑道形式，长达 1400米，
宽达1.6米。“路通了，不仅打
通了红高粱产业的‘大动脉

’，而且带动了文化和旅游，
村里的农家乐也多了起来。”
余雄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不久前刚刚建好的村
口议事亭，经常可以看到村
民们坐在亭子里晒太阳、话
家常的景象，这里不仅是村
民们茶余饭后闲聊的好地
方，村里的不少大事小事，村
民的诉求、矛盾纠纷也常在
亭子里商量。“我们每个星期
都会在议事亭进行村议事，
大家聊一聊村里未来的发
展，我们的 8090宣讲团也会
走进议事亭，向村民们宣传

党的方针政策。”余雄富相
告，接下去，村里还将有 3个
围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的项目通过验收。

据悉，2020 年，大溪边
乡共实施项目 210余个，目
前已完成竣工验收 180 余
个，预计春节前基本完成验
收工作。“下一步，乡里将建
立一个项目库，对各村上报
的项目进行分类，优先实施
民生项目，促进村集体增收、
农民致富。”大溪边乡工作人
员吴业飞相告。

上安村:实施项目建设 服务百姓民生

本报讯（记者 刘祺然 通讯员 张
家滨） 1月8日 ，记者从县卫健局获悉，
由该局实施的开化“百医进百村”巡诊
机制成功获评“2020年度衢州市改革创
新最佳实践案例”。

近年来，我县聚焦补齐山区老人看
病难、慢病患者治疗难等短板，充分发挥
基层医疗机构健康守门人职责，创新推
行“百医进百村、健康进万家”机制，打造
山区医共体便捷医疗服务网。针对全县
110个卫生室“空白村”和偏远山区村，组
建了 120支“专科医生+全科医生+驻村
医生+护理服务”诊疗团队，覆盖15个乡
镇255个行政村。通过总院团队“义诊”、
分院医生“驻诊”、移动车辆“巡诊”、驻点
上门服务，让基层就医更加便捷。通过
推出“两免一关怀”健康暖心政策，绘制
覆盖全域健康服务网。2020年以来，累
计有 19.6万人次享受到惠民便民政策，
直接减少群众药品支出372.94万元。

此外，开化还以三色管理人群为基
础，建立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服药
率和血压、血糖控制率四个动态指标，
智慧健康云平台系统按村建立动态监
测表，以大数据监控“百医进百村”工作
成效，全面深化健康服务。

我县“百医进百村”
巡诊机制获奖

池淮镇民生事项一窗通办

医生上门服务

（上接第一版）长汀沙滩是“十里云河”
风景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2020年沙滩
经济收入达到4500多万元。“山中沙滩，
无中生有，让人眼前一亮。”考察团沿着
沙滩海岸边走边看，饶有兴致地走进民
宿，了解民宿经济发展。考察团表示，要
通过业态培育推动乡村振兴，真正实现
产业富民、产业强县。

8日上午，考察团来到遂昌县，实地
了解遂昌科技创新、人才引培、乡村休闲
旅游等方面的工作成效。湖山乡珠村畈
村近年来依托生态资源，走出了农旅融
合的新路子。考察团徒步村庄小道、环
湖绿道，走进创意工坊，与在此创业的加
拿大华人深入交谈。考察团表示，要进
一步加强“新农人”“农创客”的引培，为
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天工之城—数字
绿谷”是遂昌主动落实省委省政府“数字
经济”一号工程，运用跨山统筹、创新引
领、问海借力“三把金钥匙”，谋划打造的
生态高地、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阿里
云、海康威视等一批行业头部企业先后
落地遂昌。在两山转化发展中心、网易
联合创新中心，考察团认真听取“天工之
城”规划建设、仙侠湖水面整治等情况介
绍，切实在绿水青山之间感受扑面而来
的创新活力。浙江宇恒电池有限公司是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通过自主创
新和数字赋能，企业产品品质和核心竞
争力得到显著提升。考察团对企业大力
推进自动化、数字化改造提升工作表示
赞赏，认为遂昌在推进“数字产业化、产
业数字化”方面树立了很好榜样、提供了
有效借鉴，开化将努力运用好“他山之
石”、雕琢好“发展之玉”。

起步即冲刺，开局即决胜。一天半
时间，三个县（市），十余个考察点，内容
各有侧重。考察团在参观中学习，在学
习中思考，所观所感在全体成员间掀起
一轮头脑风暴，等不得、慢不得的紧迫感
越来越强。考察期间，各地领导就进一
步加强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一致
认为，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沟通交流，加快
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多领域合作
步伐，推动优势互补，实现携手共进，不
断为浙江建设“重要窗口”贡献力量。

起步即冲刺
开局即决胜
努力实现“十四五”
发展“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