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陶镇

加 强 涉 水 安 全 教 育

本报讯

(

通讯员吕冰洁

)

入夏

以来 ， 西陶镇积极采取有力措

施 ， 三管齐下确保夏季涉水安

全。

宣传到位。 该镇印发了《涉

水安全宣传教育公告》， 告诫广

大群众严禁到危险水域游泳、洗

澡、捕鱼。 同时，利用宣传车、标

语 、广播等形式 ，宣传涉水安全

教育，并要求全镇的中小学校做

好涉水安全等教育活动，使家庭

和学校保持安全工作无缝对接，

提高安全事故防范能力，保障好

每名中小学生的人身安全，努力

让“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意识

和理念覆盖到每个村 、 每个家

庭 、每名群众和每名学生 ，在全

社会营造关爱生命、 关注安全、

预防事故的良好氛围。

排查到位。 按照责任分工，

该镇组织包片领导和包村干部

对

22

个行政村的各类涉水安全

隐患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

河道、鱼塘、荷塘、水坑等涉水危

险区域，并分类建档。存在安全隐

患的及时清除， 一时难以消除的

要在显要位置设立警示标志，提

醒村民注意自身安全， 最大限度

的减少各类涉水安全隐患。

防范到位。 该镇建立完善了

管理巡查、 应急值班和责任追究

等工作机制， 由涉水危险区域权

属责任人和村负责人承担连带责

任， 共同负责涉水危险区域的巡

查工作， 及时发现并有效制止私

自下河游泳、洗澡、捕鱼等危险行

为。 同时特别注意中小学生涉水

安全防范。 各村开展涉水安全教

育， 要求每个家庭看管好无人照

管的学生，劝阻学生单人不涉水，

幼儿涉水有监护人员陪伴； 各学

校要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学

校与各村、 老师与家长建立定期

走访制度， 确保各中小学生夏季

涉水安全。

县工商局

全力支持残疾人再就业

本报讯 （通讯员成富平）“党

和国家的政策真好， 工商所同志

们的服务真好！ ”

5

月

27

日，拿到

营业执照的残疾人冯某高兴地

说。

今年

51

岁的乔庙乡冯庵村

冯某，因病导致肢体四级残疾，生

活一度陷入困境。 当从乡工商所

得知国家关于残疾人就业优惠政

策后，多方筹措资金，想从事养殖

行业，尽快改善生活条件。县工商

局詹店工商所得知情况后， 安排

专门工作人员， 帮助冯某准备各

类注册登记材料， 在审核材料齐

全的情况下， 当天为其办结了营

业执照手续， 受到了冯某的高度

称赞。

近年来， 县工商部门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全力关心和支持残疾人再就业。

该局在各工商所服务大厅， 利用

宣传栏等形式， 将就业优惠政策

措施等内容予以公示， 增加工作

透明度， 自觉接受社会和残疾人

员的监督。 设立就业政策咨询窗

口， 为残疾人员免费提供政策咨

询。 残疾人员申办个体工商户或

私营企业，由专门窗口办理。对申

请从事个体经营的残疾人优先核

发营业执照， 对符合法定形式的

一律当场予以登记。 在办理过程

中，做到快事即办、急事特办，最

大限度满足残疾人需求。

截至目前，该局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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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残

疾人办理了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

涉及养殖、修理、按摩、饮食等行

业。

5

月

28

日，大虹桥乡韩原村桃农杨慧颖在大棚里采摘鲜桃。 目

前，该村的温棚油桃、毛桃陆续上市，比起室外种植的桃树成熟期提

前了

20

余天，吸引众多客商和游客上门收购采摘。

本报记者 谭喆 摄

木城街道办事处提前做好三夏准备

本报讯（通讯员 王亚伟） 三夏即将来临，木城街道

办事处提前做好三夏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三夏麦收备播

作业顺利进行。

该办事处对各村街的农业机械进行掌握了解，组织

农技人员和检修员对辖区各村街农业机械进行检修，确

保机具保持良好的状态，并对作业人员加强了技术操作

等各项培训；辖区农技部门做好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

物资的储备和供应，联合有关部门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监

管，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行为，切实保证夏播物

资的供应；各村街对老党员、贫困户、留守妇女等劳动力

缺乏的家庭进行排查、摸底，并成立以各村街为单位的

党员突击队，在各村街开展义务帮扶活动。 同时组织党

员干部、大学生村干部、共青团员等人员在“三夏期间”

到各村街给予帮扶，确保全辖区圆满完成三夏任务。

一 切 为 了 病 人

———县中医院开展优质服务活动侧记

秦 原

门诊不满意 ， 免收诊断

费；住院不满意，退还住院费；

医生

10

分钟内到床前诊治 ；

医生保证每天上、下午各查房

1

次；静脉输液一次穿刺成功，

做不到随时退还护理费。 这是

县中医院开展优质服务对老

百姓的公开承诺。

医改就是为了提高全民

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 县

中医院将病人满意作为服务的标准，在全院开展优质服务活

动，谱写了医患一家亲、共建和谐社会的新曲。

患者满意就是服务标准

入院有人帮，住院有人办，检查有人陪，出院有人送，回

家有人访，病人满意就是医院服务的标准。

内一科韦银平医生曾接诊一位老年癌症患者，从帮助患

者办理入院手续，到生活上叮嘱老人饮食注意事项，她跑前

跑后将老人安顿好以后，老人感激非得塞给她一百元钱表示

感谢。 韦医生推辞不掉，只好将钱交到了老人住院帐上。

儿科门诊医生张为民是中医院优质服务的典范，每天找

他看病的患儿家长都要排很长的队。

5

月

24

日上午，给最后

一个患儿诊断结束时已是下午一点钟，一个上午他接诊了

58

名患儿。 数年来为了不让患儿家长焦急等候来回奔波，提前

一二十分钟上班，晚一二个小时下班已是家常便饭了。

医院每月召开一次“工休座谈会”，征求患者对医疗、后

勤、饮食、卫生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现在病房内安装的有线

电视，住院部前安装的体育器械，安放的休闲座椅，修建的洗

衣区、晾衣区等等，都是患者提出意见和建议后医院逐步改

进完善的结果。

优质服务体现在细节

优质服务不仅是临床科室的事，医院每个科室、每个工

作人员都有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是医院的一张名片。

谢旗营镇有位老太太来医院就诊， 需到

2

楼检验室化

验。 老太太的家人用轮椅推着她正为上楼化验发愁时，检验

科的工作人员闻讯下楼为患者抽血化验，方便了患者。

西马曲村一位

77

岁的老太太在骨科住院。 儿子的朋友

驾车来探望， 车子下来高速后不知道往中医院该怎么走，他

打电话到中医院办公室，工作人员详细的说明到中医院的路

线后，又主动到医院大门口迎接，一直到把这位开封客人送

到骨科

307

病房。 事后这位开封客人说武陟人真好，中医院

的服务真好。

暑天临近，综合办把全院的

137

台空调清洗一遍，并将

损坏的

67

块窗纱全部更换； 供应室主动上门服务， 把止血

带、换药包、产包等医疗物品送到临床一线科室，再把需要清

洗消毒的进行回收。

优质服务离不开医疗设备特别是大型设备的支撑。 目前

医院有

1.5T

核磁共振、双排螺旋

CT

、四

维彩超、数字化口腔牙片全景机、脑病康

复专用设备等， 这些医疗设备为开展优

质服务，提供了硬件保障。

优质服务让患者得实惠

5

月

25

日上午， 嘉应观乡中水寨村

一名患儿家长办理出院手续后， 执意要

将一封感谢信转交给院领导。

原来

5

月

20

日上午刚上班，忽然听

到有人撕心裂肺地呼喊救命！ 只见一名少妇抱着孩子冲向急

诊科，当班护士长孙春枝迅速把孩子接进抢救室，医生李瑞平

立即给患儿进行诊断急救，孩子当时已出现抽搐、斜视并口吐

白沫，大小便失禁。 经过半个小时的抢救，患儿病情总算稳定

下来，随后转到儿科住院部，儿科主任、主管医生又对其进一

步治疗，通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孩子一天天逐步好转。

当这位患儿出院结账时，结账单上显示着这样的一组数

字：

5

月

20

日住院，

25

日出院，总费用

1130.13

元，合作医疗

报销

498.10

元。

这些数字是中医院开展优质服务严格遵循“六不”原则的

最好印证。 “六不”即能用简单的药，不用复杂的；能用便宜的

药，不用昂贵的；能用国产药材，不用进口的；可做可不做的检

查，坚决不做；可开可不开的药物，一律不开；可收可不收的费

用，分文不收。 先看病，后付费；先住院，后结算……

县中医院通过开展一系列优质服务活动， 让患者切实得

到了实惠，感受到了医改的好处。 一封封感谢信、一面面锦旗

牌匾，一个个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无不是这篇医患和谐乐章

中的美丽音符。

三阳乡

搞 好 农 机 服 务

本报讯 （通讯员史全卉）连日来，三阳乡积

极采取措施，加大农机服务力度，引导农民群众

申请购买补贴农机，全力备战“三夏”。

该乡通过召开会议、发放宣传资料、出动宣

传车等方式，宣传农机补贴政策的内容、程序和

要求，做好对农民的正确引导。同时，公开咨询电

话，做好咨询服务，认真答疑解惑。农机补贴工作

开展以来，全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5000

余份，为

200

余位电话咨询者解答了农机补贴方面的疑

惑。

该乡抽调专门人员，与上级农机部门沟通联

系，简化农户购机、办理补贴等程序，为农户购置

大型农用机械提供周到细致地服务，充分调动了

农民群众购买农机的积极性。

5

月份，全乡共有

26

户享受政府补贴而购买大型农用机械， 共计

享受补贴

34.64

万元，为全乡“三夏”生产的顺利

进行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阳乡还充分发挥乡农业服务中心职能作

用，以农机准备、岗前机手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

为重点，组织技术人员开展机械检修、保养、调试

等工作，及早做好“三夏”农机服务准备；组织成

立“农机医生”服务队，实行分区包片、入村到户，

深入农业生产一线， 及时解决农机技术难题，确

保各类农机具以最佳状态投入到农业生产中

去。

5

月

27

日，在北郭乡小麦万亩高产创建示范方，农技专家在为农户

讲解当前小麦管理要点。 连日降雨过后，县农业局及时组织技术人员深

入田间察看小麦长势，指导群众做好雨后小麦管理。

本报记者 谭喆 摄

WUZHI��TODAY

/综合新闻

11

20１3

年

6

月

3

日 星期一

网上投稿：

jinriwuzhi@163.com

新闻热线：

７２７７７７１

责任编辑

:

冯 颖 组版编辑

:

温淑均 校对

:

郭白鸽 组版

:

安娇娇

全力以赴 备战三夏

县农机局

筹 备 机 收 会 战

本报讯 （通讯员李福利、 薛明

云） “三夏”将至，县农机局通过一系

列服务举措， 积极筹备机收会战工

作，力夺夏粮丰产丰收。

该局以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

为载体 ，推行订单作业 ，并出台 “三

夏”机收农业机械调配方案，确保“车

有活干、地有机用”。 目前，全县已签

订小麦机收协议

5800

份， 涉及面积

67

万亩。

同时， 该局抽调

10

余名技术人

员，成立

3

个农机技术服务队，进村

入户指导农机手对“三夏”农业机械

进行维修保养；组织县农机学校讲师

进乡入社，开展农机具操作和维护培

训。 目前， 已先后培训机手

1800

人

次，参加“三夏”作业的

1200

台小麦

联合收割机 、

16000

台拖拉机 、

2100

台玉米播种机，已检修

90%

。

据悉，“三夏”期间，该局将开通

信息服务平台和机手服务热线电话，

为服务人员和广大机手及时提供天

气、麦收进度等作业信息。 同时，该局

还专门成立

3

个农机服务队，负责为

机手提供维修保养、机械年检、技术

培训、跨区作业证等“一站式”服务。

该局还建立跨区作业“绿色通道”，在

主要入城口设立外地机车接待站，发

放机手明白卡、提供信息咨询和机械

作业服务。

县远程办

提 供 信 息 技 术

本报讯 （通讯员马宁）“三夏”

来临之际，县远程办启动 “远程教

育助三夏”行动 ，采取多种措施和

形式，为群众提供信息 、技术等服

务，全力帮助群众搞好夏收夏种夏

管工作。

为切实帮助群众解决 “三夏”

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县远

程办根据群众需求，精心挑选了

10

余部学习课件，并制定出“三夏”期

间收看计划，下发到各终端接收站

点，组织群众按时收看节目 ，让群

众有针对性的收看学习。

5

月份以

来，各终端接收站点利用农闲时间

组织群众集中收看了《优质专用小

麦配套技术》、《玉米标准化生产技

术》、《收割机使用与维护 》、《常用

化肥的鉴别》、《常用农药的鉴别 》

等课件，使农民通过学习 ，掌握更

多的科技知识。 截至目前，全县远

程教育站点共组织群众收看

890

余场次，培训农民群众达

23600

余

人次。

县远程办组织县科技局、农业

局、农机局的技术人员 ，深入到农

村、农户以及远程教育站点和田间

地头，为群众义务维修农机 ，现场

解决生产技术难题；指导群众识别

假冒伪劣种子、农药、化肥等，帮助

农户做好“三夏”各项工作，提高对

假冒农产品的警惕性，为农民搞好

夏收夏种保驾护航。 县农机局组织

农机维修专业服务队，利用远程教

育站点举办农机培训班，深入到农

机手家中，指导机手对农机具进行

检修、保养、维护，及时为机手排除

疑难故障。

5

月份以来，培训农机手

930

人次 ， 帮助检修各类农机具

860

台，排除各类故障

230

多个。

各村远程教育站点准备了记

录本，由站点管理员负责记录群众

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并

通过电话、电子邮件 、党建微博等

方式进行咨询，由专家对提出的问

题一一做出解答；站点管理员经常

性地上网浏览“三夏”方面的信息，

时刻关注外地麦收情况，并反馈给

村里的农机户，为他们外出进行跨

区作业提供可靠的依据。

县电业局

保 障 安 全 供 电

本报讯 （通讯员王向阳）

5

月

22

日，县电业

局召开“三夏”保电工作动员会，就服务“三夏”生

产，确保安全供电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在“三夏”保电中，县电业局实行“三提前三

保证”，即提前落实部署、提前宣传预防、提前应

急准备，保证供电时间、保证麦场安全用电、保证

麦收用电服务。

提前落实部署。 该局认真调研电力需求，利

用当前农网改造之机，对部分供电半径长、电压

质量较低的区域，通过新建改造配电台区，提升

供电质量，满足用电需求。 组织人员对所辖农用

供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巡视，及时消除设

备缺陷和隐患 ，确保设备不带 “病 ”运行 ，不带

“伤”生产。

提前宣传预防。 该局提前在电杆、拉线加装

警示防护装置， 深入村街宣传安全用电常识，引

导群众正确、规范用电，杜绝违规用电。公开服务

电话和服务承诺，随时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用电

问题。

提前应急准备。针对“三夏”用电特点和容易

出现的用电故障，该局提前储备变压器、电杆、导

线等应急物资，完善应急措施，开展应急演练，加

强应急值班，一旦出现用电问题，确保在最短时

间内恢复供电。

据了解，“三夏”期间，该局将加大对电力线

路和用电设施的巡视维护力度，并组织共产党员

服务队、 电力阳光青年服务队义务帮助孤寡老

人、结对群众进行抢收抢种，保证夏粮颗粒归仓。

县河务二局

涉水安全宣传走进黄沁滩区

本报讯 （通讯员陶保才

)

为

营造良好的水上安全生产环境，

近日， 县河务二局组织涉水安全

宣传小分队，深入黄沁河滩区，利

用宣传版面、散发资料等方式，与

群众面对面地进行宣传、交流，切

实增强沿河群众安全防范意识。

本次涉水安全宣传以 《黄河

防汛安全知识》、《儿童安全教育

和家庭涉水安全监管》、《滩区群

众迁安救护工作要点》等为主，采

取在黄河边设立咨询台、展板、散

发宣传单等方式进行宣传， 并结

合 《水法》、《防洪法》、《水污染防

治法》等内容，就群众最关心的条

款，印制成小册子进行散发。

据悉， 此次宣传共散发涉水

安全宣传资料

1100

余份，宣传手

册

400

余册， 现场解答群众咨询

160

余人次，教育群众千余人。

圪垱店乡

拉网排查危房隐患

本报讯 （通讯员原卫锋）针

对连日来的强降雨天气，圪垱店

乡精心组织

,

认真排查

,

及时消除

危房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

该乡按照“乡不漏村、村不漏

户、户不漏房”的原则，积极组织

乡包管理区班子成员、包村干部

和村“两委”干部，深入

21

个行政

村进行“拉网式”危房排查，对存

在安全隐患的危房、 险房登记造

册。同时，该乡还注重向群众宣传

防触电、防坍塌、防坠落等安全知

识，做到了早预防、严部署、强管

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截至目前，该乡

21

个行政村

共排查出危房

5

户， 房屋

22

间，

其中涉及五保户

6

户， 目前已全

部进行妥善安置。

5

月

31

日，在县城农机服务部门前，刚刚检修后的小麦收割机

整装待发，准备开赴三夏麦收一线。 本报记者 郭白鸽 摄

木城办事处

狠 抓 秸 秆 禁 烧

本报讯 （通讯员张蕾）全县秸秆禁烧工作会

议后，木城街道办事处高度重视，采取措施，积

极抓好秸秆禁烧工作。

强化组织领导。 木城办事处成立秸秆禁烧

工作指挥部，制定秸秆禁烧工作实施方案，建立

禁烧工作责任制，把禁烧任务落实到村街、组，

延伸到所有农户。 采取街道干部包村、包片责任

制，切实做到村村有人管、户户有人抓，确保无

监管空白区、责任真空带。

加强舆论宣传。 该办事处明确任务和监督

责任，充分利用村街广播、宣传车、宣传横幅等

形式，广泛宣传；向农户发放了《致农民朋友的

一封信》， 并在村务公示栏及显要位置张贴；制

作秸秆禁烧承诺书，村干部主动上门宣传，让每

一个农户都做出禁烧承诺。

措施落实到位。 在禁烧期间，该办事处要求

村街干部要坚持

24

小时在岗在位， 并不间断巡

回检查。 同时加强现场监督检查，集中力量、严

格督查，及时做好秸秆禁烧每日工作汇报。

落实奖惩制度。 秸秆禁烧结束后，对没有发

生焚烧秸秆的村街，将予以现金奖励；对发生秸

秆焚烧现象的村街，办事处予以通报，并对相关

责任人依法追究责任；对造成重大事故、损失或

伤亡的，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编者按

今年

6

月是我国第十二个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强化

安全基础，推动安全发展”。 本报从今日起刊发全县各级各部门

在安全生产中的做法和经验， 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全

生产法制意识、责任意识、事故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为促

进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提供强有力的舆论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