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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县曾是省级贫困县，患病是许多农

民致贫的重要原因。为此，在脱贫攻坚过

程中，该县把健康扶贫作为重要抓手，围

绕“让群众看得起病”“方便看病”的宗旨，

除为 554 个建制村打造标准化卫生室、为

贫困户提供小药箱和实施签约医生制度

外，还对乡镇卫生院实施“三化（规范化、

标准化、制度化）”“6S（整理、整顿、清扫、

清洁、素养、安全）”精益管理，大大提高了

乡镇卫生院服务质量，也方便了百姓就

医。

9 月 16 日，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

化”建设推进会在叶县召开，相关市领导

带队到叶县多个乡（镇）、村卫生院（室）观

摩，其中重点观摩了叶邑镇卫生院。“因为

叶邑镇卫生院基础最差，复工复产后才实

施‘三化’‘6S’管理，但变化最大，是全县

乡镇卫生院蝶变的缩影。”该县卫健委党

委书记李炳前说。

17 日，记者来到叶邑镇卫生院，感受

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

强基础树形象 卫生院大变样

叶邑镇人口 5 万多，是叶县人口大镇，

也是省重点扶贫开发乡镇。

9 月 17 日上午 9 点半，该镇沈湾村 71

岁 的 村 民 朱 大 来 到 镇 卫 生 院 输 液 室 输

水。他患有脑梗，一星期前来住院。

朱大来的儿女均在外打工，家里就剩

下他一人，闲不住的他还种着几亩地。记

者来到输液室时，他边打点滴边与其他患

者聊天。

“叔，今天咋样？”此时，正在查房的副

院长刘小飞上前问道。

“挺好，赶紧出院，出院了俺还得回去

收玉米。”他说。

“你既然住院了，为啥不在病床上输

水？”记者忍不住问。

“来住院的都是乡里乡亲，在输液室

大家说说笑笑，不也有益于治病吗？”朱大

来说。

的确，在朱大来周围，有 6 人在输液，

大家边输液边聊着今年的收成，问花生收

了多少，玉米还得几天收……

谈起卫生院的变化，乡亲们说，如果

不是来看病住院的话，咋也不相信如今卫

生院有了这么大的变化。朱大来接过话

头说，他的病是老毛病了，从前如果村诊

所不能治，他就直接坐车去县城。因为原

来的卫生院不卫生，到处可见老鼠屎、苍

蝇，诊室里有烟头、痰迹，住院部门上有窟

窿，医疗器械上灰尘堆积。“我一个老头子

的家都比卫生院干净，你说敢住吗？”朱大

来回忆道。

叶邑镇卫生院门诊和住院部分属前

后两个院，但院内是土路，坑坑洼洼的，手

术车推着，轮子乱蹦。

“我当初来的时候，简直睁不开眼，随

处可见老鼠屎、死苍蝇，有能力的医生都

走了，剩下的养不了家、常发牢骚。”听着

患者的描述，该院院长罗建林深有同感。

罗建林是叶邑镇人，在乡镇卫生系统

工作了 20 多年，在多家乡镇卫生院工作

过，今年初来此之前任廉村镇卫生院院

长。“没想到老家的卫生院是这样子。”他

说。

该县推行“三化”“6S”管理模式后，罗

建林召开全院干部职工会议，讲形势、找

对策，带人外出考察换思路。后来，大家

一致认为：再这样下去只能关门，必须先

补基础短板，改变医院形象。

于是，罗建林克服重重困难筹资找来

施工队，修路伐树除草，粉刷内外墙体，更

换诊台桌椅病床，还把老掉牙的透视机器

改造升级……“门诊楼前唯一用砖硬化的

路缝隙陈泥太多，用水枪冲了 3 天才干净，

病房石棉瓦换了，住院部吊了顶，厕所也

来个大整治……”他说。

“ 看 来 新 来 的 院 长 是 要 干 出 个 样 子

的。”卫生院一天天的变化让职工灰着的

心明亮起来。随着规范服务用语等举措

的推出，患者明显感觉到，医护人员绷着

的脸有了笑容，语气也和善了。

“现在，他们服务真好，见到年纪大的

就喊叔喊婶。”朱大来说。

朱大来还告诉记者，他们之所以到输

液室输液，也是心疼医护人员，因为病号

多了，他们一时顾不过来，在输液室集中

起来，就能让医护人员少跑腿。

费用低患者多 医生收入增加

当天，口腔科医生张占涛为患者王丽

补了牙。张占涛说，补牙需要先彻底消

炎，消炎那几天得勤换药，但是总共下来

也就 100多元。

“所以，我才从八矿跑来补牙。”王丽

说。原来，张占涛在市区多个牙科诊所工

作多年，王丽曾经找他看过牙。此次她来

看牙的同时，还带来了一位亲戚。“就是多

打几次车，加上打车费也比在市区看划

算。”

叶邑镇卫生院的新貌，不但吸引了当

地越来越多的乡亲前来看病，也吸引了外

地患者和在外创业的医生。

张占涛家住距离叶邑镇不远的保安

镇，因为家里有老人孩子要照顾，一年多

前他离开市区来到叶邑镇卫生院。但是，

由于卫生院环境差，来看病的少，他一个

月收入只有七八百元。今年以来，他的患

者逐渐增加，诊治室也从一间增加到两

间，牙科综合治疗机从一台增加到两台。

“这在镇卫生院不多见。牙科成了我们卫

生院的名牌科室之一。”刘小飞说。

当然，张占涛的收入也水涨船高，一

个月常常拿到六七千元。

眼科的闫鹏与张占涛类似，今年以来

月收入也在成倍增长。

罗建林自豪地说，今年卫生院医护人

员平均收入同比提高 50%以上。

发展正当时 未来更美好

任晓芳毕业于新乡医学院，是该镇第

一个本科医生，在卫生院担当着全科医生

的角色。

随着“三化”“6S”管理的推进和深化，

医护人员服务水平不断提升。该院在升

级设备、扩大科室面积的同时，还成立了

肛肠科、中医馆。

“ 我 们 现 在 有 底 气 招 人 了 。”罗 建 林

说。

以前，由于管理不善、环境陈旧，卫生

院留不住人才甚至有医生转行。“一年多

时间就走了 6 个人，全是能人呀！”刘小飞

说。拿护士来说，全院最少的时候就剩下

一个护士，连护士长都跑了。他自己也曾

多次动过外出打工的念头，苦于家里负担

重不能出远门。

该院已向上级申请招聘医生和护士，

如今护士长有了，还需要再招 3名护士。

当天，几名工人在为卫生院最前面一

排房屋粉刷外墙。这些房间一部分是厕

所，保证患者如厕需要，一部分是发热隔

离病房，落实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把好

防疫关，以便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下一步，接种方面要强化，还要升级

打造智慧门诊。我们要用 3 年时间，让叶

邑镇卫生院医护人员收入翻番。”罗建林

信心满满地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叶邑镇卫生院“三化”“6S”精益管理纪实

蝶 变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李宽

宽）9 月 23 日上午，九龙街道孟奉店北村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娄 海 东 在 精 心 喂 养 鹌

鹑。“我今年鹌鹑养殖量增加到 12000 只，

收益预计能增加到 8万元。”他高兴地说。

娄海东鹌鹑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

得益于扶贫小额贷款的支持。2017 年，

他一直期望通过创办自己的鹌鹑养殖场

摆脱贫困，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后经

九龙街道牵线，他成功申请贷款 5 万元，

开始了鹌鹑养殖。2018 年，他继续利用

小额无息贷款扩大养殖规模到 10000 只，

实现年纯收入 6 万元左右，今年在扶贫贷

款支持下鹌鹑养殖数量增加到 12000 只。

近年来，九龙街道为巩固脱贫成果，

持续加大金融扶贫力度。该街道加强组

织领导，成立了由党工委副书记任组长，

扶贫办、农商银行负责人为成员的金融

扶贫小额信贷工作服务站，14 个行政村

（社区）成立了村级金融服务部，明确了

具体目标、任务，通过张贴宣传标语、入

户走访宣传、集中进行培训等方式加大

宣传力度，按照金融扶贫贷款申请标准，

做到“应贷尽贷”。考虑到疫情影响，该

街道盯紧边缘户和脱贫户，继续“扶上马

送一程”，上门了解项目发展情况，尤其

是资金流情况，帮助争取、及时发放贷款

纾困。

西李庄社区建档立卡贫困户胡保群

掌握着一定的种植技术，住所邻近城区，

因此一直想种植大棚蔬菜，资金匮乏同

样是他创业的绊脚石。西李庄社区金融

服 务 部 工 作 人 员 上 门 了 解 到 这 一 情 况

后，协助填写贷款申报资料。在成功获

得 5 万元贷款后，大棚有了着落，胡保群

的心也落了地。

没 有 技 术 和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的 贫 困

户，也一样有机会通过“户贷社管”模式

实现发展增收。为更好发展产业，增强

村级集体经济建设，去年该街道 14 个村

（社区）均成立了专业合作社，贫困户可

以通过贷款参与村（社区）合作社发展生

产，在增加收入的同时，风险也大大降

低，更有了长期有效的脱贫途径。大林

头南村贫困户胡长拴、秦赵村贫困户李

伟等通过贷款入股村韭菜种植合作社，

平时在合作社工作，年底还有分红，实现

有效增收。

截至 9 月 18 日，该街道今年共向叶

县 金 融 扶 贫 中 心 推 荐 贷 款 74 笔 340 万

元，最终发放扶贫贷款 23笔 114万元。

今年以来牵线争取扶贫贷款23笔 114万元

九龙街道积极为稳定脱贫助力

9 月 22 日晚不到 7 点，田庄乡尤潦村

的路灯就亮了，村民或散步，或整理玉米、

花生。“多亏了巡察组，俺村的路灯才亮起

来。”该村群众纷纷称赞道。

“全村的路灯都不明，晚上黑灯瞎火

的，不安全，也不方便。”今年 8 月底，叶县

县委巡察村（社区）第三组第二分组在尤潦

村入户走访过程中，群众带着些许无奈纷

纷向巡察组的同志吐露不满。

路灯问题看似不大，但却关乎着该村

9 个村民组 2700 多口人的夜间出行安全问

题。巡察组找到该村党支部书记张广河和

村电工林朋会了解后得知，村里路灯用的

是旧电表，今年 3 月电业公司收费系统升

级，安装旧电表的用户无法再用电，村上还

拖欠了 2610 元的电费。另外，该村计划今

年底安装 100 盏太阳能路灯，届时现有的

路灯及线路都将不再使用，供电公司需要

对线路进行修复连接，还要更换新的智能

费控电表，村里想等到年底再动工安装，最

终导致路灯成了摆设。

太阳能路灯要到年底才能安装，远水

解不了近渴。“不能让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

影响，在巡察结束之前，要让路灯亮起来，

继续为村民服务站岗。”巡察组给该村党支

部下发立行立改通知书，要求限期解决。

经过两天施工，电力部门接通路灯线

路，并更换了 3 块智能费控电表，村上欠的

电费也补缴齐全，9 月 9 日，“罢工”半年的

路灯终于又“上岗”了。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事，桩桩件件看似小，却关系着群

众的切身利益。”望着重新点亮的路灯，听

着村民们的称赞声，巡察组组长王晓在巡

察日记中写道。 （本报记者 杨沛洁）

尤潦村的路灯亮了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石晓娜）9 月 22 日上午，叶县宏润

商务酒店营业员正在热情接待开

房退房的客人。“如果不是税务部

门及时赠送的‘大礼包’，真不知道

现在能不能正常营业。”该酒店负

责人张光辉说。

受疫情影响，今年复业以来，

该酒店客房入住率一直处于低水

平，餐饮业务仍处于低迷状态，资

金周转十分困难。得知这一情况

后，叶县税务局通过电话、税企微

信群积极宣讲小微企业普惠性税

收减免政策、支持个体工商户复工

复业增值税政策和阶段性减免社

保费等 7 批 28 项支持疫情防控和

企业复工复产方面的税费减免“大

礼包”，为该酒店综合减免税费 3 万

多元。同时，该局首席税务服务官

通过开展实地大走访，做到政策落

实，确保纳税人应知尽知、应享尽

享。

小微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基石，由于规模小、现金储备

少，尤其受今年疫情冲击，抗风险

能 力 更 弱 。 帮 助 小 微 企 业“ 挺 过

来”“活下去”，就是保就业、保民

生、保市场。为此，叶县税务局统

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支持经济社会

发展，积极落实税收政策，不断优

化税收营商环境，为企业降低生产

经营成本，全力做好“六稳”“六保”

工作。

平顶山合力置业有限公司是

一 家 房 地 产 开 发 企 业 ，受 疫 情 影

响，公司会计无法及时返岗办理纳

税申报。为帮助该公司尽快恢复

生产经营，叶县税务局安排专业骨

干对接纳税申报事项，避免逾期申

报，还积极落实，帮助该公司享受

到了 2 万余元土地增值税的税收优

惠。

今年 1 月至 8 月，叶县税务局

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落实税收优惠

政策，共减免税收 29 户，减免税额

1166 万元，有效降低了纳税人经营

负担。宽松的营商环境助推了创

业热情，截至今年第二季度，该县

累计登记小规模企业 3443 户，同比

增加 586户，增幅创近年来之最。

贴心服务 减免税费

叶县税务局为小微企业“加油打气”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

杨爱国）9 月 20 日下午，在叶县城

南灰河生态修复工程项目现场，施

工机械、作业工人紧张忙碌着，景

观绿化、景观廊架及叶公大道灰河

桥两侧的“春”“夏”“秋”“冬”4 个游

园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

灰河是叶县境内一条重要河

流，境内全长 51 公里，流经常村、任

店等 8 个乡（镇、街道），并从城区穿

过，流域面积 322 平方公里，两岸企

业、医院多，水污染治理压力大，曾

多次被上级部门督导。为提高城

区档次，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助推

园 林 、卫 生 、文 明 、森 林 等 城 市 创

建，该县克服重重困难，于去年启

动了灰河生态修复工程。

该工程东起叶公大道灰河桥

东，西至广安大道西，总长 1600 米，

生态修复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总投

资 2048.47 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

景观绿化、景观照明、景观小品、游

园 、廊 架 、亲 水 平 台 及 人 工 湿 地

等。今年 5 月开工，工期 7 个月，划

分为两个标段同时施工。

施工单位精心组织，抢时间、

赶进度，克服疫情、高温多雨等不

利条件影响强力推进。位于叶公

大 道 灰 河 桥 两 侧 四 个 角 的“ 春 ”

“夏”“秋”“冬”4 个游园是工程的主

要标志性建设项目，其中“夏园”已

初具雏形。

截至目前，该工程已架设太阳

能路灯 295 盏，栽植香蒲、樱花、红

瑞木、红宝石海棠等绿化观赏植物

9140 棵，铺栽草坪植被 10 万余平

方米，河内增设人行汀步溢流堰 3

处，现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0%，预

计 11 月建成投入使用。完工后，

灰河将呈现出景观点、彩色路、水

生 植 物 、岸 生 植 物 有 机 结 合 的 亮

丽画面，并和下游正在建设的“近

悦 ”和“ 远 来 ”两 个 湿 地 公 园 串联

在一起，形成景观集群带，打造生

态灰河、提升城市品位、造福叶县

人民。

预计11月建成投入使用

灰河生态修复工程加紧进行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9 月 23

日上午，常村镇首届中草药产业创

业大赛启动仪式在河南千村堂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举行。这也是叶

县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的活动内

容之一。

常村镇地处山区曾是省重点

扶贫开发乡镇，土地贫瘠，传统作

物收成低。近年来，该镇把发展村

级集体经济和招商引资作为助推

脱贫攻坚和实施乡村振兴的“牛鼻

子”，经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决定

种植中草药。由于村民有种植艾

草的传统，因此出现了众多小规模

种植户和艾草经纪人。

在叶县推出的“党建引领、联

村共建、财政倾斜、金融服务、保险

托底、廉情监督”24 字工作法指导

下 ，该 镇 流 转 土 地 规 模 种 植 中 草

药。月台村流转土地 2000 多亩种

植艾草，实现了村民和村集体双增

收，还引来一家艾草加工企业。企

业提供了上百个就业岗位，进一步

筑实了脱贫根基。

经过多年发展，该镇形成了艾

草、丹参、白术等多样中草药共同

发展局面，吸引 4 家中草药加工企

业入驻。河南千村堂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收购加工中草药几十余种，

并把产品出口到海外，带动更多村

民实现增收。

为进一步发展中草药产业，全

力创建叶县中草药种植加工基地，

展示村民发展中草药种植增收后

的喜悦，鼓励更多中草药加工企业

入驻，该镇举办了首届中草业产业

创业大赛。在启动仪式上，该镇举

办了捋艾叶、割艾草等多项趣味活

动，同时企业和村“两委”进行了产

业发展情况和产品展示。

展示增收喜悦 吸引企业入驻

常村镇首届中草药产业创业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杨沛洁 通讯员李国宾）

9 月 23 日上午，任店镇尚武营村村民贾春

荣吃着酥梨感激地说：“这梨真甜，感谢梨

花庄园给俺送的梨。”

收到酥梨的共有 220 人，都是尚武营

村的贫困户或 80 岁以上的老人。9 月 19

日，梨花庄园负责人贾柯将酥梨分发到他

们手中。

梨花庄园位于尚武营村，从事酥梨种

植，现有黄金梨 80 余亩，已注册“绿珍客”

黄金梨商标，2018 年 8 月获得农业部“绿色

食品”认证资格，2019 年荣获河南省“我最

喜爱的绿色食品”奖，并于今年入选河南省

“知名农产品品牌”。

梨花庄园是尚武营村招商引资来的一

家种植企业，双方相处融洽，村里除获得流

转土地费用外，还有多名村民在梨花庄园

务工。梨花庄园经营过程中遇到难题，村

里会主动前去解决。国庆节、中秋节来临

之际，梨花庄园决定回馈乡亲，为村里贫困

户和 80岁以上老人赠送了酥梨。

酥梨赠乡亲 香甜情谊浓

9月 18日，施工机械在常村镇石门水

库畔施工。

为巩固脱贫成果、助推乡村振兴，叶

县投资 10 亿多元在南部山区 4 个乡镇建

设近百公里长的扶贫旅游线路，将山区

景点像珠子一样串联了起来。该线路年

底通车后，不仅能带动产业发展，而且能

壮大旅游业，造福沿线群众。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扶贫旅游线路施工忙

9 月 23 日，电动车驾驶人经过

龙泉乡街头红绿灯。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农村机动

车辆逐年增多。为规范交通秩序，

提高交通安全系数，前不久，叶县

在多个乡镇交通要道安装了红绿

灯。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增设红绿灯 出行更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