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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青田掀起一股红色石雕热
红色题材石雕成青田主题教育新载体
□ 记者 黄俊剑 通讯员 吴楚楚

本报讯 日前，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爱光
石雕工作室里，张爱光正在篆刻一件石雕作品，
以淡黄色为江水、人物、建筑和以红色为红船、
枫叶的石雕作品已经初具雏形。“我创作的这件
作品名为《红船》，描述的是革命年代的一个画
面，主要是想通过石雕作品，来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张爱光说起这件作品的创作初衷。

在叶品勇石雕艺术馆， 石雕作品《喜迎红
军》刚“出炉”。《喜迎红军》融合了版画的理念，
通过红黄黑三种色彩， 重现了 1935 年夏天，红
军挺进师来到浙西南的场景。“作品描述的是革
命故事，激励自己要不忘石雕创作的初心，牢记
石雕人的使命。 在创作形式上，我进行了创新和
突破， 是想表达石雕创作要与时俱进才能振兴
的观点。 ”叶品勇表示。

《红船》《井冈山》《喜迎红军》……自“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青田山口镇
石雕行业成员纷纷创作“红色”主题系列作品，通
过作品展现自己心中的情感。

据悉， 红色石雕作品的创作只是青田山口镇
石雕行业开展主题教育的内容之一。 此外，山口石
雕行业协会党支部还组织开展了党员大师“传帮
带”活动，党员大师们既要传承石雕技艺、更要传
承红色基因的使命担当，走入一线创作区、技师工
作室、从业人员家中去“面对面”讲解主题教育精
神、“手把手”传授石雕技艺。

山口石雕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张爱光还主
动肩负起为行业排忧解难的重任，带领一批石雕
从业者赴上海、杭州等地参加展销会，并且与上
海等地艺术品商业机构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共带
动石雕销售 1000 多万元，破解石雕销售难题，为
石雕行业雪中送炭，为广大石雕从业人员谋求实
实在在的福利。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陈芬芳

本报讯 “新政策真是太好了，让我能多报
销好几千块钱，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日前，松
阳的李先生因患有人工动静脉瘘狭窄在市中心
医院住了 4 天院， 需要支付一大笔医疗费用，这
对他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不
过，得益于我市新出台的大病保险向贫困人口倾
斜政策， 他的个人医疗费用负担减轻了 7000 多
元，这让他十分欣喜。

今年，国家医保局提出大病保险政策要向贫
困人口倾斜， 我市医保部门积极谋划相关政策，
原计划于今年 12 月底出台。 9 月份，“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在全市上下如火如荼地开
展。 市医保局工作人员积极践行使命担当，把快
速推进“贫困人口大病保障能力提升行动”作为
了落实主题教育的重要工作内容。“‘为民服务解
难题’，这是主题教育对我们提出的明确要求，政

策早一天出台，老百姓就能早一天受益。 ”市医保局
基金监管处负责人说。

为此，市医保局快速行动，做好测算分析，制定
工作方案，并协同市财政部门做好方案研究，达成
共识，尽早推进政策落地，将原定 12 月份完成的任
务提早到了 9 月底实施。根据新出台的大病保险向
贫困人员倾斜政策，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由 2
万元降至 1 万元，大病保险支付比例由 60%提高到
65%， 同时取消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大病保险封顶
线，保障有了明显提升。在此基础上，市医保局还积
极统筹医保经办资源和优化医保结算系统，做到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待遇实行一窗受理、一
站结算、一次办结，为贫困人口做好主动服务工作，
为他们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据医保结算系统统计，政策实施以来，全市困难
人员享受大病保险待遇近 4000人次，大病保险待遇
支付超过 100余万元，“贫困人口大病保障能力提升
行动”有效减轻了贫困人员的医疗费用负担。

阅读提示

“新政策真是太好了，让我能多报销好几千块钱，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我市新出台的大病保险向贫困人口倾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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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医医保保局局积积极极践践行行使使命命担担当当

贫贫困困人人口口大大病病保保障障能能力力提提升升在在行行动动

市农业农村局
党员专家送服务到基层

□ 记者 刘烨恒 通讯员 张靓

本报讯 10 月 21 日，丽水市农业农村局
第四党支部赴莲都区新屋村红色营地和曳
岭脚村水果基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初心使
命之行和主题党日活动。

参观完新屋红色营地后，全体党员前往
曳岭脚村丽水市申屠农产品专业合作社，开
展党员服务和征求意见建议活动。邀请了申
屠丽尧等 5 位农业企业代表参加了座谈会，
了解了他们在生产上碰到的问题。

合作社的经营者申屠丽尧是莲都区本
地人， 此前曾在外地从事超市经营的工作。
2013 年， 看中了家乡的生态环境和良好的
农产品发展前景， 申屠丽尧毅然回家乡，在
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曳岭脚村投资了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开始种植樱桃、红美人柑橘等
一系列水果。

“现在农村里劳动力很紧缺，需要人手
的时候往往招不到人。 ”“我们的种植技术，
还需要专家们的进一步指导。 ”座谈会上，农
户们畅所欲言，直截了当地向党员们提出了
所遇到的难题。 针对实际情况，党员们给出
了相关建议和解决方案。

“农产品种植不同于其他行业，需要在
设备、技术、种苗上持续投入。特别是水果种
植，农户往往需要进行四五年的维护，才能
获得收支上的平衡，在这个周期内，农户经
常会遇上各种各样的困难。 ”市农作物站副
站长周晓音介绍，“政策上，我们会尽量帮助
合作社争取到相应的帮助，技术上我们也会
加强与合作社的联系，尽全力帮助他们平稳
地将合作社经营下去。 ”

记者了解到，经过申屠丽尧的努力和多
年来市农业农村局相关技术人员的帮助，今
年他的合作社有望实现盈利。

当天，党员专家们还来到了曳岭脚村水
果生产基地，向农户了解了生产情况，实地
查看了合作社所种植水果的成长情况。 来自
市农业农村局科教处、农作物站、中药材管
理中心的多位专家， 利用各自的专业知识，
就水果生产技术方面为合作社进行了技术
指导。

近期，市农业农村局还先后开展了主题
教育专题讲座、“初心之行”“使命之行”党性
教育等一系列活动。

景宁在主题教育中为外出党员办实事解难题

一场域外调解挽回经济损失 150 余万元
□ 记者 廖王晶 通讯员 柳彩华 夏赟

本报讯 近日，畲乡景宁域外（云和）服务中
心调解室历经半个月夜访“挑灯调解”，成功化解
云和县物流城二期市场 C 区块房产购买纠纷，为
11 户景宁籍购买户挽回经济损失 150 万余元。

事情发生在今年 8 月，11 户在云和的景宁
籍群众共缴纳购房款 150 余万元， 预定了云和
物流城二期楼盘房产， 但在 9 月份签订购买合
同时才发现房产不属住房而是仓储性用地，购
房者要求公司退款却遭拒绝。

云和景宁域外（云和） 服务中心得知情况
后，迅速组建党员调解“老娘舅”，利用晚上休息
时间，多次组织购房者与开发商、销售方沟通，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将 11 户景宁籍购买户

150 余万元全额退回。
“为了让流动党员流动不流失，离家不离党。

主题教育期间，我们在云和探索打造景宁域外服
务升级版，主要承担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最多跑
一次”改革、商会服务、网格治理、民情调解等职
能。 ”驻云和景宁域外（云和）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吴华彬介绍，中心还配备专职干部，负责日常业
务办理、党员活动组织、群众事项服务，通过“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方式，让流动党员与家乡党
员同频共振地开展主题教育。

景宁 17 万户籍人口中， 外出人员多达 6.8 万
人，其中流动党员 4300 余人，目前在全国各地已
建立域外服务中心 18 个。 截至目前，景宁域外网
格开展学习研讨 80 余场 10000 余人次，提供代理
代办等其他便民服务 500 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