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陈腾飞 程建国 报道
本报金乡讯 近日，细心的市民发现，在金乡县金山公

园、奎星湖公园和王杰广场等比较显眼的位置，静静地伫立
着设计简约大方的“漂流书亭”。两扇双开门的玻璃橱窗，打
开是三层书架，亭眉上镶嵌着“漂流书亭”四个遒劲有力的
大字，书亭下方是镂空的如意花纹，处处渗透着中国元素。

为拓宽广大市民的阅读场所和空间，近期金乡县在公
园、广场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建设了10个“漂流书亭”，免
费向市民开放。一经开放就受到广大市民的“热捧”，成为该
县一道独特的风景（上图）。

“漂流书亭”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半至下午4点半，每天
有志愿者对“漂流书亭”书籍进行整理。“‘漂流书亭’自免费
开放以来，有很多市民或结伴、或带着孩子过来看书，感觉
整个金山公园的品位档次都上去了。”王杰中学志愿者侯艳
菊如是说。外地来金乡打工的小伙小周说，自从工地旁边的
金山公园里有了“漂流书亭”，他就经常光顾。

“漂流书亭”的书籍全部来自社会捐赠。每个书亭都整
齐摆放着150余册书籍，总投放量达1600本图书，涵盖文学、
历史和儿童读物等，每本书上都张贴着“带一本书来，换一
本书走”标签，以“带书换书”的形式，引导全民养成爱读书、
爱学习的阅读习惯，实现书籍共享，助推全民阅读。

10处“漂流书亭”

亮相金乡街头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桑蕊

9月17日，家住宁阳县伏山镇东戴村的
村民王业伟，在家等着“家庭医生”王士文
来给他做检查。去年以来，宁阳县依托全民
健康大查体，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与“医
共体”建设、健康扶贫、分级诊疗等工作无
缝衔接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
“平时健康有人管，需要服务有人帮”的签
约愿景基本实现，“给家庭医生打个电话”
已经逐渐成为宁阳群众的就医习惯。

96个签约团队

提升服务精准度
有“家庭医生”守护的王业伟，今年身

体和精神都好了不少。王业伟年近50，在
2017年全民健康大查体中，发现患有严重的
高血压和糖尿病，有脑卒中风险，伏山镇卫
生院随后给他配上了“家庭医生”。

“每次来都会测下血压、血糖值，跟他
聊聊天，按照情况调整下用药。”王士文
说，他们院里目前组建了六个家庭医生团

队，他归属第六团队。王业伟是低保户，住
院和吃药费用基本全免，但他总是忘记吃
药，王士文要经常给他家人打电话叮嘱，经
过两次住院，他的病情已基本得到控制。

“我们组建了96个家庭医生‘签约团
队’，实现村村有人员、户户能到位、服务
全覆盖。”宁阳县卫计局局长张现林说，该
县每个服务团队都配有家庭医生、护士、公
卫人员和专科医生，明确要求团队保障三分
之二的人员、四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为签约
群众服务。目前，全县“家庭医生”签约率
70%以上，贫困人口实现签约全覆盖。

如果业务医生都去服务签约对象，卫生
院门诊怎么办？“让每个医生都从专业技术
的身份跳出来，当群众全方位的健康守门
人。”伏山镇卫生院院长宋亚新说，每个团
队都是全科的“小型医院”，他们每天安排
一个团队在卫生院坐门诊，时间久了，百姓
也都掌握了哪天哪个团队在坐诊。

推进全民查体与家庭签约并行，今年县
财政投资1000多万元启动新一轮全民健康大
查体，14支查体队伍每天5点半入村开展查
体，对所有因病卧床不起的一律入户查体。
截至9月1日，该县共查体14 . 7万人，占常住
老年人总数的95%以上。按照全民健康大查
体的数据，该县设计了14类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包”。

“医共体”

为分级诊疗探路
“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县中心医院专家

来轮流坐诊。”鹤山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孙义
森说，他们在各村设立了健康联络员和微信
群，周日把下周坐诊医生信息发给各村联络
员，村民有需求可以找家庭医生，也可以按
照时间来找专家看病，改变了以往患者与医
生的双盲状态。

而这都是“医共体”带来的好处。据介
绍，宁阳县依托3家县级医院和妇幼保健计
生服务中心成立了4个“医共体”，在“医
共体”内实行签约居民均签约一家村卫生
室、一家乡镇卫生院、一家县级医院的‘1+
1+1’组合式签约，明确了分级诊疗、双向
转诊、技术支持等内容。鹤山镇中心卫生院
就与县中心医院组成医共体，不仅享受到医
疗资源的倾斜，更在“双向转诊”上开辟了
绿色通道。

5月下旬的一天中午，鹤山镇东皋村的
孙大姐突然腹痛，她随即联系了家庭医生来
到卫生院，通过与专家沟通察觉可能是卵巢
囊肿扭转，需尽快手术。得益于“医共体”的绿
色通道，在孙大姐还未到达县中心医院，转院
手续、检查数据、手术室就已安排妥当，下午3
点手术就完成了。“之前还担心是否需要挂号
再检查，办理转院手续，没想到一进医院就直
接进病房了！”孙大姐感激地说。

张现林说，家庭医生签约让百姓与医生
之间建立了朋友式的服务关系，增加了百姓
对基层医疗的信任度。乡镇不能解决的病
症，家庭医生会提前与协议的县级医院专科
医生预约及时转诊，引导患者自愿在基层医
疗机构首诊，形成“基层首诊、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就医格局。2018年5

月以来，宁阳县“医共体”内协作单位共开
展双向转诊128人次，专家坐诊191人次，专
家诊疗1775人次。

进村开设

健康讲习所

“大娘你这个血压血糖没事，胆固醇有
点高，要多运动”“大爷你心有点供血不
足，丹参滴丸要继续吃，平时情绪别激
动”……8月29日一大早，在鹤山镇汪泉屯
村，一月一次的健康讲习会开始了，讲座开
始前，家庭医生团队先给村民一一反馈全民
健康大查体的检查情况，挨个嘱咐，还免费
发放了限油壶、限盐勺等健康支持工具。

以家庭医生签约为抓手，宁阳县在乡镇
卫生院、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新
时代健康讲习所”，以团队为单位，每月举
办一次互动式的“健康讲习会”，面对面讲解
疾病防控知识，手把手演习中医康复技能，使
医务人员服务理念从“为群众治病”向“帮群
众防病”转变，让他们签约后健康有了依靠。

“每天6克盐、半两油，健健康康无忧
愁。”这已经成了宁阳县很多居民的口头
禅。在普及健康讲习会的基础上，宁阳县还
鼓励各团队中医科大夫到签约居民家中开展
针灸、推拿、拔罐等特色中医疗法，传授简
单的中医康复技能，对于患慢性病的留守老
人，上门提醒其按时规律服药，组建“慢病
自我健康管理小组”传授健康知识，群众的
健康理念正不断形成。

平时健康有人管 需要服务有人帮
——— 宁阳探索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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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王研 报道
本报烟台讯 “全程电子化注册登记，

特别方便，网上提交材料网上核名，不需要
准备纸质文档，不需要去大厅排队，大大节
约了企业的时间。”家住烟台市福山区的宫
昭芳女士，准备成立一家商贸公司，要办理
营业执照，没想到一次服务大厅都没跑，在
家自己就把业务办好了。

“敲敲键盘交材料，足不出户办执
照”，得益于福山区市场监管局在全区范围
内推行的商事登记银证直通车服务。目前，

全区的市场主体均可通过“全程电子化”进
行企业登记业务，无需递交纸质资料，不受
时间、空间限制，可随时查询办理进度，企
业注册登记真正实现“零跑腿”。

让办事群众多走“网路”少走马路，是福
山区打造“一次办好”全服务品牌过程中的重
要一环。今年以来，福山区确定区级“一次办
好”事项1276项(行政权力事项882项、公共服
务事项394项)，涉及43个部门(单位)的580项依
申请政务服务事项，形成了《烟台市福山区政
务服务事项“一次办好”事项清单》，实现了区

级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一次办好”全覆盖。
在不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

服务改革加速跑的同时，福山区更注重把群
众的需要放在心坎上，让群众体会到服务的
“温度”。福山区税务局坚持以纳税人需求
为导向，将中午和下午下班时间再延长20分
钟，为纳税人提供预约办税和延时服务，避
免出现排队时间过长或者“多跑腿”的现
象，使“一次办好”升级为“一次办得又快
又好”。在区不动产服务中心，群众可根据
不同意愿，灵活采取窗口自取和邮政EMS邮

寄方式取件，真正实现了“一次办结”，
提高了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福山区不断把“创新基因”植入到“一
次办好”全服务改革中，以“一号受理、互
联互通、方便群众、服务决策”为目标，大
力推动“12345”政务服务热线系统与区内网
上政务服务平台及政务微信“福在福山”、
微博“福山发布”、水母福山新闻网等的互
通联动，建立优势互补的信息共享机制，实
现多个平台间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实现“一
线连通”，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成本。

一网通办 一次办结 一线联通

福山区：“一次办好”有速度更有温度
□张雷 张培瑶 报道
本报沂水讯 深秋时节，沂水县四十里堡镇万亩长虹

果业园区内，果农赵纪富看着眼前的百亩即将丰收的苹
果，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今年的苹果不但产量高，
更重要的是品质好、农残少，达到绿色产品标准，价格肯
定高。”赵纪富对今年种植苹果的效益充满信心。

据悉，果农的好收成得益于四十里堡镇招才引智的实
施。该镇扎实推动人才战略在当地生根开花，认真招引各类
人才投身乡村建设和发展，引导高层次人才向乡村一线流
动，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强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去年，四十里堡镇政府与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于广
威教授及其团队签约，成立临沂来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建立“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先后研制建设了生态果园示
范基地、微生物菌肥生产系统、绿色农业应用技术生物防
治体系等项目，完成了果品市场绿色生产的要求，实现了
农民提质增效，助推乡村农业振兴。

沂水四十里堡镇

招才引智助推乡村振兴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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