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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1日，一辆带有“行走的医
生 流动的医院”字样的巡诊车，
沿着蜿蜒的山路，驶进淄博市淄川
区西河镇东小庄村的医疗服务点。5

天一次，当天又到了淄川区东坪卫
生院服务队下村巡诊的日子。

车停下后，医生们麻利地从车
上拿下血压计、听诊器，快步向
几个老病号家走去。

“大爷，这是治疗心脏病的
药，一天两次，一次两粒，舌下
含化。”在村民陈家停家里，医
生司书玲给老人量完血压后，详
细介绍药品的用法。

东小庄村位于淄川区东南
部，是典型的山区村，村里留守
老人多，因村内没有卫生室，看
病就医问题一度成为村民们最头
疼的事。

“孩子们长年在外边，我自
己行动不便，老伴儿之前做过脑部
手术，记性时好时坏，有点小痛小
病就拖着。现在好了，医生上门来
给我们看病检查，5天一次，风雨无
阻。”陈家停感激地说。

在淄川区，像东小庄村这样
的医疗“空白村”有70个，常住人
口近万人，患有慢性病的群众有

2000多人，大都是老、弱、病、残
群体。这些“空白村”距离卫生
院最远的有几十里地，看病难、
看病远的问题很突出。

为解决这个问题， 2 0 1 9年 7

月，淄川区创新开展了“行走的
医生 流动的医院”医疗服务点
巡诊模式。为每个山区卫生院配
备了两辆医疗巡诊车，城区及近
郊卫生院各配备一辆，全区共计25

辆。与此同时，区里还在70个医疗
“空白村”打造医疗服务点，方便
“流动医生”在此为群众看病。

东庄村的医疗服务点配备了

电脑、血糖仪等诊疗设施，一些
常见病所需的药品也很齐全。
“我们医疗点门口设置了一个公
示栏，巡诊时间、医务人员的信息
一一公示，方便村民就医咨询。”张
庄卫生院院长贾希军介绍称。

“行走的医生 流动的医院”
医疗服务点模式的推行，让偏远山
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高、
更快、更好的医疗卫生服务。

一辆小小的巡诊车，不仅把
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百姓身边，还
在应对一些突发事件时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去年抗击“利奇马”

台风过程中，25辆医疗巡诊车第一
时间转换为救援车，累计安置转
移受灾群众3500余名；在今年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中，巡诊车又迅速
转换为转运车，承担转运密切接
触者和疑似病例任务。

“面对群众最直接、最现
实、最关心的问题，我们要以
‘有解思维’积极应对，通过制
度创新、机制再造，回应群众的
关切和期盼。”谈及“行走的医
生 流动的医院”医疗服务点模
式取得的成效，淄川区委书记李
新胜感慨道。

“流动医院”上门为山区群众看病
淄川区巡诊模式覆盖70个医疗“空白村”

农村大众报记者 姬飞燕 通讯员 闫盛霆 仇慧清

从第一年亏损140万元，到种植2000亩、年销售4万吨———

白领回村当“马铃薯大王”
农村大众报记者 郭杰 通讯员 孙德栋 姚焕章

9月17日，滕州本地的马铃薯
还长在田里，位于大坞镇大市庄村
的滕州市恒裕食品有限公司的厂区
内，却有汽车拉着一车车马铃薯来
往穿梭。

“运进来的是我们从内蒙古
收来的马铃薯，运出去的是我们
替村民从内蒙古购来的马铃薯
种。”46岁的刘恒涛介绍说，每
年除了满足自己用种，恒裕公司
还要帮周边村村民买回4000多亩地
的马铃薯种。

从城市来到乡村，由商人变身
为一位种马铃薯的新农人，刘恒涛
的跨界步伐很大。11年来，这位曾
经的都市青年，已成为当地村民口
中的“马铃薯大王”。

尽管之前做过马铃薯出口贸

易，但刘恒涛并没有种田的经验，
这让开局困难重重。“2010年，我
第一年种马铃薯，种了438亩。”
刘恒涛说，当地马铃薯的平均亩产
在6000斤以上，而他一亩地只收了
两三千斤。那一年，他亏了140多
万元。

“前5年基本没赚钱。”接下来的
4年，刘恒涛只能用屡败屡战来形
容。“不懂技术，不会管理，别人
地里长马铃薯，我们的地里一片
草。”回忆起那段艰难时光，他
说，当时全靠一腔热情撑着。

学习和探索成为破局之路。跟
着村里的农民学习怎么选种、栽
植、管理，探索病虫害的生物防控
方法等，慢慢地，刘恒涛从“门外
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原来全部露地种植，400多
亩地，从开始种到种完要一个多月
时间，那边苗都老高了，这边才种
下去。现在，我们按500亩一方，
每方一半种露地，一半种大棚。种
植时间也特意错开，从1月10日开
始种，一直种到3月初。”刘恒涛
介绍说，这样种的好处是人能忙得
过来，而且拉长了新薯供应市场的
时间段。

与此同时，刘恒涛还把新技
术、新科技引入农田管理。推广水
肥一体化、测土施肥、增施有机
肥、绿色防控、无人机飞防等。
“原来浇地要修垄沟，打药要雇好
多人，工作好些天。现在，浇地只
需摁按钮，打药用上了无人机，一
天能打几百亩。”他说。

与此同时，恒裕公司还通过示
范的方式，把科学的种植方式传授
给更多农民。2015年，恒裕公司承
接了滕州市节肥减药示范点的工
作。“原来大家以为肥越多越好，
一亩地施500斤化肥，更夸张的施
到600斤。经过试验，一亩地用肥
2 0 0斤足够，用药量减少三分之
一，产量一点也不受影响。”刘恒
涛说。

“起初农户并不相信，但随着
我们的产量和收益的提高，有很多
农户主动找到我们学习。”刘恒涛
说。界河镇彭庄村的陈书华，种了
170亩马铃薯，现在全套技术都是
“照搬”恒裕公司的。“以前不信
他，现在就服他。”陈书华说。

通过几年的发展，恒裕公司种

植的马铃薯不仅面积越来越大、产
量越来越高，而且还有了品牌，市
场也越来越广。截至2019年底，恒
裕公司在滕州大坞镇、西岗镇、级
索镇、姜屯镇种植了2000亩马铃
薯，产量达到了6000斤以上。“我
们的马铃薯不仅在国内各大城市受
欢迎，还卖到了东南亚。”刘恒涛
说。

刘恒涛一边种地，一边发挥原
来做贸易的特长，继续购销马铃
薯。“恒裕公司一年卖三四万吨马
铃薯，除了滕州的2万吨，余下的
是从内蒙古、新疆等地收来的，加
工后再销往南方。”现在，恒裕公
司有3个采购团队在内蒙古收购当
地马铃薯，每天往滕州发180吨左
右。在滕州，马铃薯被分拣、套
网、装箱，存入冷库，择机上市。
据了解，仅马铃薯购销这一项，恒
裕公司一年就要支付农民工工资
800多万元。

从最初的一窍不通，到现在带
动一方农民发展，企业规模越做越
大，刘恒涛更加坚定了当初的选
择：“从城市来到农村创业，我没
后悔过。”

9月23日上午，第五届沾化
冬枣电商节、首届沾化冬枣电商
创业大赛暨“新合作”产销对接
洽谈会开幕。来自滨州市沾化区
各乡镇街道的300名种植大户站
在展销摊位前展示自家的冬枣。

20家电商与沾化枣农现场签
约，可线上销售50万斤；200多家
采购商现场订购，预计将有3000

万斤沾化冬枣走进各大商超。
“今天举办这次活动，是促进冬
枣销售、带动群众增收的具体行
动。”沾化区委书记臧伟说。

（贾海宁 李秀玲 摄）

电商节助力

冬枣“上网”

农村大众报利津讯 （记者唐
峰 通讯员顾辉 李喆）9月9日，
利津县北宋镇宫家社区党员活动
中心，人头攒动，宫家社区“三
治积分”兑换活动正有序进行。
社区居民夏金花拿着兑换到的洗
洁精开心地说：“我积了 4 0 多
分，是通过打扫家附近公路、参
加志愿活动，按照积分细则一分
一分挣来的，今天我兑了一桶洗
洁精。”

宫家社区“三治积分”兑换
超市柜台上，商品琳琅满目，除
了大米、牙膏、食用油等生活日用
品外，还有理发、水煎包等消费兑
换劵。与普通超市不同的是，每件
商品上标注的并非价格，而是 8

分、10分、30分、100分不等的积
分分值。购买商品的资金在村集体
经济收入中列支，同时还有来自社
会各界的捐赠。

“以前社区搞卫生，都是我和
几名党员、干部在干。积分制推行
以来，群众踊跃参与。在居民们看
来，积分的高低不光牵涉到兑换的
奖品是啥，更是一种认可和荣
誉。”社区党总支书记崔文江说
道。

今年5月以来，宫家社区党总
支在居民中开展社区“三治融合”
积分兑换制管理工作，为全社区
3 4 0户居民建立积分账户，围绕

“法治、德治、自治”三方面，合
理设置加分项、扣分项。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加2分，主动调解矛盾纠
纷加10分，农户焚烧秸秆、住户环
境脏乱差的扣5分。

积分管理采取“一户一档案、
一日一巡查、一周一赋分、一月一
排名”的模式。同时，在入党积
极分子推荐、最美家庭评选及各
类先进典型评选中，“三治融
合”积分都将作为重要参考依
据，有效促进了居民文明习惯的
养成，激发了居民参与社会治理
的积极性。如今，在宫家社区里
打麻将玩牌的少了，搞志愿服务
的多了；乱吐乱扔的少了，参与
义务保洁的多了；扯皮打架的少
了，主动寻求调解的多了。“三
治积分”撬动了乡村大治理。

“你家兑了个啥、他家兑了个
啥，奖次高的人家有面子，奖次低
的想着咋翻身。在居民的共同努力
下，社区治安、环境更好了。”宫
家社区网格员王英秀说。

近年来，利津县统筹谋划社
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构
建了“三治融合”积分管理模
式、“老刘品牌调解室”“街巷
微网格”等一系列基层社会治理
新模式，走出了一条精细化管
理、信息化支撑、特色化服务群
众的新路子。

调解矛盾加10分，环境脏乱扣5分

小积分换来居民文明习惯

农村大众报临沂讯 （记者
刘真真）今年，一支特殊的队伍
出现在临沂市兰山区枣园镇郑庄
村。这支队伍由2名专业的90后社
工武钰晓、徐树超和一名实习生
组成，他们在村里举办青少年暑
期培训班，带孩子进行农事体验，
手把手教村民垃圾分类，还对村民
进行普法教育。据悉，这是临沂市
首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行
的“社工进乡村”实践。

枣园镇宣统委员唐加峰说：
“镇党委书记多次带队到城市社

区考察，发现社工对居民生活方
式的改变起着重要作用。相比之
下，农村更需要这样的服务。”

年初，经枣园镇党委研究，
该镇拿出15万元向临沂市山青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购买“社工进乡
村”服务。4月，社工入驻郑庄村
后，联合驻村第一书记刘荣国、
村“两委”成员在村里开展各项
服务活动。“我们近期刚刚举办
了女童防性侵讲座、青少年防溺
水 讲 座 等 ， 村 民 称 听 了 很 受
益。”社工武钰晓说。

两名社工还请来兰山区检察
院等专业人士，开展普法活动，
邀请高校服务队开展文化传承等
活动。在刘荣国看来，这是政府
花钱，给村里引进新思维、新思
想。村支书张洪军说，两名社工
今年还有一个小目标，那就是为
村里培养志愿服务队伍，目前，
已经有8名热心村民加入。

一年以后，枣园镇会对这项
服务进行群众满意度调查，如果
效果达到预期，就在全镇推广
“社工进乡村”。

镇政府购买服务，探索社工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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