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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线走一线走一线走一线 看亮点看亮点看亮点看亮点

本报讯（记者 付 炎 通讯员 闫
豪杰）风吹麦田金浪翻，农机轰鸣收割忙。
6 月 7 日，临猗县楚侯乡赵家卓村的麦田里
金麦飘香，机声隆隆。3 台联合收割机一
字排开，蓄势待发，农机手们精神抖擞，严
阵以待，一场别开生面的小麦机收减损大
比武即将在这里上演。

随着比赛号令的响起，农机手们驾驶

着联合收割机按照既定路线开始作
业。现场气氛紧张而热烈，收割、脱
粒、秸秆粉碎等环节有序推进，展示了
农机手们高超的操作技巧和熟练的作
业流程。

收割完成后，裁判组第一时间入
场，对每名参赛农机手的收割速度、
质量和留茬高度进行了详细记录，并

采用“半米宽幅法”计算出参赛选手
的机收损失率，评出一二三等奖。经
过现场测算，所有参赛农机手的平均
作业损失率仅为 0.63%，远低于行业
标准。

“减损就是增收。在比赛中，我特
别注意了车速、喂入量、割茬高度、滚
筒转速和风量大小等因素，力求在保

证作业效率的同时减少损失。”这是荣获一
等奖的农机手杨建利多年积累下来的操作
经验，也是他此次拔得头筹的“秘诀”。

此次机收减损大比武活动为广大农户
树立了“减损就是增产、减损就是增收”的
理念，推广了粮食机收减损技术，激发了他
们在农业生产中精细操作、比拼技能、提升
实力的意识。

临猗：小麦机收大比武 减损节粮“论英雄”

▲用心服务患者（资料图片）

▼制作中药材标本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乔 植）近日，永
济市人民检察院联合永济黄河河务局
开展巡河专项行动，切实发挥检察机
关公益诉讼监督职能作用，全面用好

“河湖长+检察长”协作治理机制。
此 次 沿 黄 河 联 合 巡 查 ，主 要 通

过与沿黄河镇政府举行落实突出问
题整改推进会、实地察看等方式，详
细了解黄河永济段河道日常管理和
河 湖 保 护 等 工 作 ，重 点 检 查 河 段 是
否 存 在 河 堤 管 护 不 到 位 、非 法 占 用
水 域 岸 线 、河 道 内 违 法 搭 建 建 筑 物
等妨碍行洪安全问题。

对于遥感监测发现的问题，各
方通过工作推进会，就责任归属、治
理措施等进行明确，并达成共识：要
提高政治站位，坚决贯彻落实新发
展 理 念 ，充 分 发 挥“ 河 湖 长 +检 察
长”制度优势，常态化开展巡河和专
项督查；进一步加大对重点河段巡
查力度，全面清除河道范围内的阻
水障碍物，恢复河道行洪能力，全面
消除安全隐患；齐抓共管，注重系统
治理、源头治理，认真落实各项措
施，限期解决存在问题，做到守河有
责、守河担责、守河尽责。

永济“河湖长+检察长”巡河护航水生态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临猗县人社
局针对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工
作中存在的不便捷、不精准、服务不到
位等问题，拓宽社保办事渠道，通过对
接县农商银行，将认证服务延伸到群
众的“家门口”，打造方便、快捷、热情
的服务新模式。

该局充分利用银行网点多、分布
广、经办力量强、服务规范等优势，开
展“社银合作”，委托银行网点办理养
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业务，实现
了认证业务“多点办”“就近办”“快捷
办”，目前已在 14 个乡镇设立了 22 个

农商银行营业厅养老保险待遇领取
资格认证服务点，并面向各网点从
事认证业务的银行工作人员开展业
务培训，形成了政务服务大厅认证
窗口和乡镇基层党群服务中心、农
商银行服务点以及农村协办员同时
办理认证业务的“1+2+1”模式。

临猗县“社银合作”模式把社保
服务延伸至金融网点，变“银行柜
台”为“社保前台”、变“银行工作人
员”为“社保经办人员”，不仅让办事
群众“少跑了腿”，更让社保服务更
加贴近群众。 （张新征）

临猗拓宽社保办事渠道让群众少跑腿

6 月 7 日，一场由河津市赵家庄街
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联合河津市中医
医院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赵
家庄街道司法所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队及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
务站举办的“文明集市”走进赵家庄村
大集，将文明实践活动“嫁接”到乡村
集市上，把“文明风”与“烟火气”送到
了群众身边。

此次“文明集市”整合各类资源，
设置了健康义诊、农产品及农资展示
展 销 等 16 项 文 明 实 践 志 愿 服 务 项
目。现场，各摊位被赶集的群众围得

满满当当，志愿者充分发挥各自职
能特点，耐心热情为大家服务。

现场还设置有书画展览、法律咨
询、反诈宣传、端午知识有奖竞答等
摊位，以“打卡有礼、寓教于乐”的方
式，鼓励群众积极学习相关知识，共
同涵养文明新风尚。志愿者们向赶
集群众发放法律援助、移风易俗、反
诈骗等宣传资料，普及相关知识，积
极引导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
增强防范意识，自觉抵制不文明行
为，争做文明守法好公民。

当天，制作香囊的摊位深受群
众欢迎。志愿者们发挥所长，巧手
编织五彩绳、缝制香囊，吸引了群众
围观和参与，在持续营造浓厚节日
氛围的同时，让广大群众在“家门
口”体验到“文明集市”带来的好处。

“文明集市”走进乡村大集
本报记者 董战轩 通讯员 曹文娟

6 月 5 日，天刚放亮，新绛县泽掌镇王
金村种粮大户南青太就和 6 名县农业农村
局的技术人员来到自家麦田测产量。

这片千亩麦田一望无际，金灿灿的麦
子迎风摇曳，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产量在 550 公斤左右，在今年已属于
高产范畴。”新绛县农业农村局科技服务中
心主任刘筱颖给南青太报出第一块地的测
量结果。

时 间 来 到 早 上 八 九 点 ，天 气 越 来 越
热。满脸大汗的南青太脚步匆匆，带着科
技人员按每 200 亩一个测量点的标准测
产，脸上始终露着豪爽的笑。

“ 虽 然 在 小 麦 灌 浆 期 受 干 热 风 的 影
响，普遍比去年有所减产，但对于我们种
粮大户而言，受益于规模化种植、深耕播
种技术等因素，加上我们及早采取措施，

今年还是一个丰收年。看着小麦长
势如此好，一站在麦田里，我心情就
格外舒畅。”南青太指着随风起伏的
麦田说。

今 年 63 岁 的 南 青 太 是 有 30 年
党 龄 的 老 党 员 ，曾 担 任 王 金 村 的 村
干 部 多 年 ，对 脚 下 这 片 土 地 有 割 舍
不 了 的 情 怀 。 近 年 来 ，他 流 转 土 地
1256 亩 ，托 管 土 地 700 多 亩 ，种 植 小
麦 和 玉 米 ，俨 然 成 了 新 绛 县 的 种 粮
大户。他从小规模种植向大规模种
植 转 变 ，把 自 己 的 心 血 全 洒 在 种 粮
事 业 上 ，被 运 城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评 为

“最美种粮人”。
“我种的是‘乐土 808’，这个品种

耐寒抗虫抗倒伏，分蘖成穗力强，产
量较高，比较适合黄土高原种植。”南

青太说着拔起一株小麦，只见麦穗株
型紧凑、穗长芒尖、籽粒饱满、沉甸甸
的。

“要想产量高，必须种子好。”南
青太多次到农业科研院所学习取经，
引 进 推 广 了“ 良 星 66”“ 乐 土 808”等
近 20 个小麦新品种，并在临汾、运城
推广。

在 南 青 太 看 来 ，自 己 家 庭 农 场
的 小 麦 长 势 良 好 ，还 有 一 个 重 要 原
因是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他成
立 的 喜 耕 田 农 机 服 务 专 业 合 作 社 ，
有 各 种 农 机 具 58 台 ，还 投 资 打 了 4
眼 深 井 。 他 说 ，合 作 的 农 业 机 械 不
仅 服 务 自 己 的 全 部 土 地 ，还 服 务 相
邻的五六个镇。尤其是良好的水利
条 件 ，几 天 时 间 就 能 把 自 家 的 地 全

部浇一遍。
笔者见到南青太时，王金村里的麦田

里已有几台联合收割机正在作业。“我的小
麦由于水肥的保证，比其他农户的小麦要
迟熟几天，再过一个星期，我们的小麦就可
以开镰收割了！”南青太说。

“咱是农民，一辈子就在土地上折腾，
总希望乡亲们依靠种粮也能发家致富。现
在，我种植推广的‘乐土 808’，每亩比普通
小麦能增产几十公斤以上，也算了却了一
个心愿。”南青太说。

这 些 年 ，南 青 太 动 员 儿 媳 妇 辛 雪 莉
学 习 各 种 农 业 技 术 前 沿 知 识 ，掌 握 农 作
物 生 长 规 律 ，了 解 根 治 病 虫 害 的 生 物 办
法 。 现 在 ，辛 雪 莉 已 成 长 为 县 级 乡 土 科
技 人 才 ，常 年 活 跃 在 田 间 地 头 ，尽 心 尽
力为乡亲们服务。

“ 最 美 种 粮 人 ”迎 来 丰 收 时 刻
卫世新 杨建义

本报讯（记者 付 炎）为持续深
化冶金工贸行业安全生产三年治本攻
坚工作，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基础，河
津市应急管理局聘请 5 名省级工贸行
业安全生产专家，从 6 月 5 日开始，针
对该市工贸企业开展“全方位、全过
程、全覆盖”的深度安全生产体检暨专
家指导服务。

6 月 5 日至 8 日，专家组对该市建
材行业中的 8 家砖厂进行了检查和指
导。

全面会诊“深度体检”。专家组深
入企业，分别从安全管理、风险辨识、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检维修作业中的
风险管控等方面开展安全生产深度检
查和风险研判。专家根据各自专业分
工，严格开展资料和现场检查，将发现
的问题隐患记录在册，逐项向企业反
馈，并提出整改建议措施。

靶 向 施 治“ 开 好 良 方 ”。 其 间 ，
专家组和河津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
员 坚 持 做 到“ 深 入 一 家 、服 务 一 家 、
摸 清 一 家 、提 升 一 家 、整 改 一 家 、规

范 一 家 ”，从 建 章 立 制 到 机 构 建
立，从风险分析到安全措施落实，
从 安 全 教 育 培 训 到 隐 患 排 查 治
理，从事故防范到应急准备，为企
业 详 细 讲 解 全 过 程 安 全 管 理 知
识 ，并 根 据“ 一 企 一 策 ”原 则 制 定
针 对 性 整 改 措 施 ，指 导 企 业 建 立
安 全 生 产 各 项 台 账 ，助 力 企 业 提
升安全管理水平。

警示教育“举一反三”。根据每
个行业存在的隐患，河津市应急管
理局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和警示教
育，紧紧抓住企业主要负责人这个

“牛鼻子”，推动主体责任落实。同
时，定期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
查治理情况督导检查，不断提升企
业本质安全水平。

“一定要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
隐患，如果在整改中遇到什么难题，
请及时跟我们联系，我们后期将不
定期进行复查。”每检查完一个企
业，河津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都
对企业负责人反复叮嘱。

河津开展工贸行业
安全生产专家指导服务

本版责编 付 炎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郝鹏飞

近日，新绛县文化馆举办“国风雅韵·品味端午”主题活动，志愿者们身着
汉服，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卫世新 杨 帅 摄影报道

5 月上旬，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
来喜讯，稷山县医疗集团西社镇卫生
院研制的“芪黄降糖颗粒”通过审核，
拿到“晋药制备字”备案号，全院医护
人员倍感振奋。

“三级、二级医院能干成的事，咱
们一级乡镇卫生院也终于干成了！”院
长秦英俊内心的自豪仿佛写在脸上，

“这款中药制剂凝结了中医药特色科
室全体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努力算是
没有白费。有了官方正式批号，我们
就可以在院内临床推广，医生放心，患
者更放心。”

这项实质性突破，是全国基层中
医药工作示范县稷山持续健全中医药
基层服务体系、夯实中医药基层服务
基础、建强中医药基层服务阵地的积
极成效，更彰显了乡村医者谋事干事
成事的态度和决心。

西社镇卫生院承担着全镇 3 万余
人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尽管
2014 年就被评为山西省中医药特色
乡镇卫生院，但在发展过程中，同样经
历了服务人口流失、医疗收入低迷的
困境。而如今，这个乡镇卫生院的发
展和西社镇工业产业一样风生水起。

何以如此？答案是以患者为中
心，脚踏实地推动中医药情怀“落地”，
用心用情把特色做特、让优势更优。

既然要干，就要干成

“中医药的发展根基在基层，重点
也在基层。”在西社镇卫生院中医药特
色科室，秦英俊打开了话匣子，“刚来
任职时，发现这里比较适合打造中医
药专科。一个是投入相对较少，还比
较接地气；再一个是当地许多村民本
身就种植中药材，若能物尽其用、就近
转化，也是个双赢的事。”

既然有基础、有条件，那么就一定
要做得更好。秦英俊回忆，综合考虑
当时全镇农业产业结构和卫生院发展
实际，中医药特色科室建设顺利实施
推进。

这些年，西社镇卫生院在推进各
科室医疗水平升级提质的基础上，全
力以赴保障中医药特色科室建设。

建 设 阵 地 、完 善 设 施 、优 化 服
务……说起中医药特色科室建设工
作，秦英俊如数家珍、滔滔不绝，让人
很难相信他曾经只是个口腔医生。

“既然决定要干这个事，咱就从
零 开 始 ，一 门 心 思‘ 钻 进 去 ’。 要 求
别 人 学 习 ，我 自 己 得 作 出 表 率 。”秦
英俊坦言。

从“门外汉”到“行家里手”，秦英
俊付出了十余年的努力，学习提升，一
直在路上。这一点，从他办公桌上的
一摞摞中医药书籍就可以得到印证。

十余年积累沉淀，西社镇卫生院
中医药特色科室建设卓有成效：中医
门诊、中医住院部、中药房、康复理疗
科、煎药室、熏蒸室等功能室高标准打
造，多种中医诊疗设备齐全，专业医师
坐诊，普通针刺、刮痧、拔罐、推拿、熏
蒸等 8 类 15 项技术样样精深……推动
了基层中医药服务从“有没有”到“好
不好”的转变。

因为选择，所以坚守

临近午饭时间，中医门诊医生王
健仍十分忙碌，有找他把脉的，还有找
他复查的。“95 后”的他虽然入职才刚
满 3年，但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

王健在山西中医药大学完成 5 年
临床中医专业学习后又在省中医院接
受了 3 年规范化培训，之后毅然回到
老家西社镇，成为一名基层医疗工作
者。

“在学校时导师常说，中医就要在
基层‘活’。回来参加工作，我更加体
会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王健告诉记
者，基层老百姓渴望“方便看中医、看
上好中医”，也希望治好病、少花钱。
而中医的优势就在于“简、便、廉、验”，
能够更好地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
问题。

目前，西社镇卫生院共有中医医
师 4 名。该院根据他们的所学专业和
专长特点，结合辖区患者需求，细分设
置了中医药糖尿病特色专科、中医药
哮喘特色专科、中医腹泻特色专科、中

医药疑难杂症特色专科等，让他们真
正把所学转化为所用，惠及基层患者。

中医主治医师、分管业务的副院
长王金金毕业于云南中医药大学中西
医临床专业。多年工作经历让她深有
感触：“真的如同事所说，中医看病很

‘烧脑’，慢工才能出细活。严格选药、
认真抓药、精心煎药，每一个流程都考
验着年轻医生的耐心。不过，因为选
择，我们坚守。”

秦英俊表示：“这些高才生，我们
都是当宝贝一样珍惜。基层卫生院留
人不易，因此我们在人才培养上不遗
余力、在待遇保障上倾尽全力。只有
人才作支撑，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才
能不断提质。”

扛起使命，传承创新

西社镇卫生院中医展览馆里，是
有别于传统印象中医疗卫生环境的另
一番景象，氤氲文化气息，彰显中医精
诚。

能 够 在 全 县 乃 至 全 市 率 先
建起中医展览馆，秦英俊说
功 劳 属 于 全 体 医 护 人 员 。
据介绍，展览馆里有 84 种
精 心 制 作 的 中 药 材 标
本，包括蝎子草、唐松
草 、牛 筋 草 、白 子 菜
等，全部由医护人员
利 用 业 余 时 间 从 吕
梁山、圣王山、稷王
山采挖回来，并在山
西 中 医 药 大 学 教 授
段俊华的指导下制作
而成。

为 何 要 建 设 展 览

馆？秦英俊为记者答疑解惑：“我们医
务人员在下乡开展中医健康科普宣传
时，发现群众对中药的疗效很认可，对
中药材的使用很广泛，但是有一些群
众不认识要用的中药材长啥样。为了
让大家更直观辨别中药材，同时更好
地发掘本地优质中药材资源，才建设
了这个展览馆并免费向群众开放，让
中医药惠民落到实处。”

展览馆的文化墙上，“中药精准
使用 健康自我管理”12 个大字分外
醒目。这是该院中医药特色专科全
体人员对弘扬中医药文化的基本理
解和工作遵循，也能够引导前来参观
的群众正确使用中药，为自己健康负
责。

在这里，工作人员展示了刚刚拿
到批号的“芪黄降糖颗粒”。这款中药
制剂的主要成分是白子菜。据了解，
白子菜是一种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不仅具有食用价值，还具备显著的降
血压、血糖和血脂功效。

王金金告诉记者，多年前，当地一
些糖尿病患者反映吃白子菜能够阻滞
病情发展，还可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概
率，大家称这种植物为“胰岛草”。

得知这个消息，该院立即组织人
员开展调研，随后又进行科学论证。
在证实其确有一定功效后，卫生院开
始尝试种植白子菜，用于临床使用。
这种做法得到省中医药研究院相关专
家的肯定。

近年来，西社镇卫生院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每年免费为 100 名 2 型糖尿
病、高血压患者供应白子菜和降“三
高”养生茶，辖区糖尿病、高血压患者
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取得了明显的社
会效益。

医者仁心。秦英俊说，干好基层
医疗卫生事业，不仅要有满腔热情，更
要看“疗效”。西社镇卫生院将紧抓中
医药发展战略机遇期，持续补短板、强
弱项、固根基，努力让基层中医药服务
变得更加便捷、优质、实惠，全心全意
呵护百姓健康。

乡村医者的中医药情怀
本报记者 付 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