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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要闻·庆元

阅读提示

今年庆元县新增的4家送药上山便民服务点位均已挂牌正式运行。截至目前，庆
元县7家便民服务点累计开展便民服务856次，完成送药643单，惠及群众11427人。

□ 通讯员 吴梦飞 胡鹏 潘晓

本报讯“购药远、购药难”一直是困扰着

庆元县偏远山区群众的心头事。为推进药学

服务向一线下沉，从 2019年开始，庆元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践行“三服务”活动，联合

开展“送药上山便民服务点”建设工作，为群众

定点定时送药，实现足不出村就“轻松购药”，

提升山区群众药品服务满意度。

家住百山祖镇斋郎村的村民叶光逊，患高

血压已有五年。每隔半个月，他要到县城购买

一次降压药，来回一趟要绕行 80 多公里的盘

山公路，需 36 元路费，还得在县城住宿一晚，

对他而言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自从去年村里建起了“送药上山服务点”，

叶光逊只需前往登记用药需求，48小时之内，

就近的卫生机构就会将药送到服务点。

斋郎村海拔 1200多米，是全省海拔最高的

行政村之一，村子仅剩下 70多名留守老人。在

用药登记表里可以看见，除了常备感冒用药、呼

吸系统用药、消化系统用药等非处方药，慢性病

药品也占据多数。考虑到部分群众行动不便，

当地还开通了电话预约送药上门服务。

斋郎村“送药上山服务点”工作人员叶光

启表示，老人不方便出门，就把药送到他们家

里，老人们都很开心，做这件事他也觉得很有

意义。

在庆元县，像这样的“送药上山服务点”共

有 7个。其中，去年建立黄田镇上济村等 3个

站点，今年建立黄田镇姚村村等 4 个站点，每

个站点配备一支由党员、镇村干部、卫生院责

任医生等组成的便民服务队。

同时，“送药上山服务点”还将卫健部门的

“巡回诊疗车”“公共卫生随访”、医保部门的

“结算技术保障”等工作相结合，凝聚最大工作

合力。此外，还鼓励药店联合配送企业合作，村

卫生室联合药品经营企业合作，村委会联合互

联网药品企业合作，进一步提高便民服务水平。

“送药上山进岛便民服务点”建设是 2020
年浙江省十方面民生实事之一，今年庆元县新

增的 4 家送药上山便民服务点位均已挂牌正

式运行。截至目前，庆元县 7家便民服务点累

计开展便民服务 856次，完成送药 643单，惠及

群众 11427人。

庆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械科科长钟绍

强表示，下一步，市监局将联合各部门继续做

好该项工作，充分发挥党员群众的力量，扩大

范围、延伸触角、优化服务，解决山区群众特别

是留守老人购药远、购药难的问题，让山区群

众能够更方便、更及时地用上药。

庆元县“送药上山”

让山区群众“零距离”购药

图为庆元县百

山祖卫生院医务人

员将药品送到斋郎

村“送药上山服务

点”工作人员叶光启

手中。

□ 通讯员 吴慧萍 吴倩倩 张茂庆

本报讯 连日来，在庆元县竹口、淤上等乡

镇农田里，农户们忙着翻土、栽苗、浇水，进行

蔬菜栽植。

农业是用水大户，也是节水潜力所在。作

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庆元县水资源

充沛，但水资源利用率不高，粗放、浪费用水问

题普遍存在。

由于农业水价总体低于成本水价，农田水

利工程运行维护经费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2018年，庆元县启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

统筹价格和补贴，构建农田水利工程的良性运

行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农田水利工程“有人建、

没人管”的顽瘴痼疾。

“田里有多个出水口，排水量大，没人管，

不仅会导致有些田里缺水，还很浪费。如今村

里专门成立了用水管理小组，落实管水人员和

维养人员，做好农业生产节水管水控水工作。”

淤上乡吾田头村灌区的管水员叶良远说。

吾田头村灌区是庆元县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试点灌区，灌溉面积 185 亩，主要种植作物

为单季稻、油菜等，灌溉方式为自流引水，目前

灌区内有干支渠长 5.1km，由村委会聘用管水

员具体负责灌区工程设施维护。

据悉，庆元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涉及全县

灌溉面积 20.97万亩，县域内全部为小型自流

灌区。改革实施以来，庆元县设立了淤上乡吾

田头村、竹口镇竹上村、黄坛水干果园区 3 个

典型灌区，建立完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精准

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工程建设和管护机制、

用水管理等“四项机制”。

以乡镇（街道）为单元全面推进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工作，庆元县 191个行政村均成立村

级用水管理小组，承担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要求

的田间放水管理及工程日常管护职责，提升农

田水利设施管理和用水管理能力。通过积极

探索、创新实践，庆元县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

作基本完成，改革模式初步显现。

截至目前，庆元县通过设施节水、管理节

水，累计完成改革面积20.97万亩。实现农业节

水约 353.132万立方米，节水幅度 4.16%，改变

了以往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用水率低、

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从0.574提高到0.582，节水减排成效显著。

同时，庆元县以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为抓

手，通过建立健全工程长效管护机制，有效改

善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面貌，确保工程持续发

挥效益，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了农

户收入。

庆元县实施农业节水 助农降本增效 □ 通讯员 胡松

本报讯 8 月 14 日，庆元县东环路北段工程主路面

顺利交工验收；11月 20日，东环路最后一幢民房拆除，

进入无障碍施工阶段……在东环路项目现场，总能看到

庆元县濛洲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陈剑荣忙碌

的身影。

濛洲街道作为庆元县项目建设、重点工作推进的主

战场、主阵地，东环路只是街道今年推进的 9 大重点项

目之一。

今年以来，陈剑荣带领全街道党员干部开展项目集

中攻坚行动，实现兰溪桥水库扩建工程安置地、东环路

等 9 大重点项目提速推进，再创濛洲新速度；成功化解

矛盾纠纷 143起，办结各类信访件 87件，破解信访积案 4
起；疫情期间，连续 4个月无休冲在最前线，父亲脑梗抢

救、母亲卧病在床……仍坚守岗位一心扑在防疫工作

上，以忠诚和担当诠释了基层领导干部的初心和使命。

11 月 13 日，在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总结表彰大

会上，授予了全省 117名同志“浙江省担当作为好干部”

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陈剑荣位列其中。

说起对“担当作为好干部”的理解，陈剑荣认为，“担

当”是一种勇气和精神，“作为”是一种能力，“好”是一种

结果和标准。工作用心才能优秀，用力才是合格，想把

事情做好，就要用心，拼尽全力。

陈剑荣不仅这么说，更是这么干。自 1998年参加工

作以来，他先后在公安系统、屏都街道、淤上乡、濛洲街

道任职，一直把“担当”两字挺在最前面，奔着问题去，带

着责任干，真正用行动诠释着担当，用实干扛起了责任。

庆元县濛洲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陈剑荣

获“浙江省担当作为好干
部”荣誉称号

□ 通讯员 吴慧萍 吴倩倩 毛俊超

本报讯 近日，笔者从庆元县水利局获悉，庆元县清

凉亭水利风景区成功创建为全市首个市级水利风景区

廉政教育基地。

清凉亭水利风景区位于庆元县五大堡乡后广村，距

县城 15km，属于自然河湖型市级水利风景区，风景区所

在河流为后广溪流域。景区内景观资源丰富，保护度较

好，山、水、林、建筑、工程和文化相烘托，具有较高的观

赏游憩价值。

2011 年 ，清 凉 亭 河 段 被 非 法 开 采 砂 石 料 共 计

152.402 万立方米，导致河道严重破坏。庆元县水利局

从实际出发，依托中小河流项目治理，出台了建设生态

堰坝、加固河道两侧护岸等一系列治理措施。在确保下

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及农田灌溉的同时，修复了清凉亭

段因常年断流造成水生态系统破坏的根本性问题。

同时，围绕“反腐倡廉”这一主题，以当地发生的贪

腐案件作为警示，成功创建了全市首个市级水利风景区

廉政教育基地。

项目建成后，水利局通过把基地打造成反腐倡廉教

育和廉洁文化熏陶的长效化阵地，积极开展党员活动，

通过对基地内的案例包括案情、查办案件过程的花絮进

行详细生动、绘声绘色的解说，突出形式的活泼性，力求

打破传统展板及活动给人以枯燥乏味的印象，使人更易

于接受教育，实现了“以有限空间展示无限内容”的目

标。引导干部职工算好“经济账、政治账、名誉账、家庭

账、亲情账、自由账、健康账”，用“身边事”警示“身边

人”。截至目前，共开展党员活动 10余次。

庆元县清凉亭水利风景区

成为全市首个市级
水利风景区廉政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