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电话：2127450 32021 年 12 月 19 日 星期日
天 下

TIAN XIA
责任编辑 陈 俊 版面设计 刘骁熠

（上接第一版）
丽水日报记者曾翠是一名有着

11年党报从业经历的资深记者。在
本次大宣讲活动中，她选择景宁畲
族自治县英川镇作为自己基层宣讲
的第一站。

“英川镇地处偏远，信息相对闭
塞，作为一名市级党报记者，我将发
挥自身优势，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向基层
群 众 宣 讲 ，让 党 的 好 声 音 家 喻 户
晓。”曾翠这样说道。

诚如此言，一件件真人真事，说
到了群众心坎上，一座座红色丰碑，
立在了百姓心田里。

“丽水之干”大践行：滴灌
式精准服务，集中力量办实事

出实招，解难题，撸起袖子加油
干。不仅要说好党史，更要将科学
理论转化为生动实践。

今年以来，丽水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了“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企业
解难题、我为基层减负担”专题实践
活动，全市上下用心用情用功为群
众、企业和基层排忧解难，展示新时
代共产党人的良好风貌。

花园码“一码通丽水”系列场景
应用，是2021年全市十方面民生实事

项目之一。“日常生活中，我们发现群
众需求趋于庞杂琐碎，但的确都是些

‘关键小事’。”市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像个人数据查询、“健康档案随
身带”“办事材料免提供”“公交出行实
时查”“入园入馆免登记”“养老服务时
时通”等，均事关群众衣食住行。

截至目前，丽水的公共文化场
所访客码、码上办电、码上办水、码
上办气、码上入住、乡事扫码办、幼
儿园入（出）园接送、数据花园宝、码
上信用服务、码上医疗服务、码上物
业投票、码上养老服务、一码 so丽水
等场景已实现上线运行，真正实现
了花园码“一码通丽水”。

12 月 1 日晚，缙云县“缙情帮”
医保防贫场景应用以 84.80 分在浙
江省数字社会系统建设 42个应用中
脱颖而出，位列全省第 7 名，跻身全
省数字化改革最佳应用 50强。

据悉，“缙情帮”医保防贫场景
应用通过梳理因病困难、因病相对
困难人员医疗救助 9大高频事项，制
定“排查化解数据化、就医用药标准
化、部门协同机制化、健康管理常态
化、救助保障多元化”五大指标体
系，确保患者及其家属只需申请一
次，救助套餐“包邮到家”。

政府的数字化改革便捷了群众

生活，也让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学
史力行，落到实处。

市区停车难怎么办？市区智慧
停车应用来帮忙，哪里有空车位，市
民通过手机查询，就可一目了然。
务工家庭不能辅导孩子功课怎么
办？云和“哨响就到”社区治理机制
来提供志愿服务。庆元“洋媳妇”有
语言障碍，没有一技之长，不能融入
当地生活怎么办？庆元打造“洋媳
妇娘家”，为她们排忧解难，管好了
她们的“家务事”。

这是一辆开往“共同富裕”的客
运汽车。

12月6日零时开始，云和县46条
城乡客运线路票价总体下降 50%以
上，开往所有行政村的班车都是“公
交价”。云和县崇头镇梅源村村民叶
和乘坐客运班线回到了家。他算了
一笔账：14 公里的车程，票价只要 3
元，和城里人坐公交车一样便宜。

像这样促进共同富裕的故事还
有很多，人们又把这些故事写进“六
讲六做”大宣讲的内容里，成为“丽
水之干”新的实践经验。

聚焦见实效开新局。丽水党员
干部通过开展“六讲六做”大宣讲、“丽
水之干”大践行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党
群干群关系，在学中干、干中学，准确
把握学习宣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目
标任务，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
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实践成果。

丽水“学做结合”推动六中全会精神落地生根

（上接第一版）
天眼守望耳目一新，数字赋能

点绿成金。今年 8 月，天眼守望助
力“两山”转化综合智治应用作为典
型经验范例亮相全省数字化改革推
进会。该应用通过与航天五院深度
合作，创新运用卫星遥感技术，构建

“天眼”“地眼”“人眼”三眼一体，更
好解决信息盲点、信息孤岛、信息假
象的问题。通过改革探索，有力促
进了生态产品价值可核算、可抵押、
可交易、可变现，取得了初步的实践
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为建设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示范区、打
造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山区样板提供
了有力支撑。

在撬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上，
丽水充分发挥数字化改革在激发发
展活力、增添发展动力、优化营商环
境等方面的积极推动作用。推出

“生态信用+金融赋值”绿色金融生
态贷场景应用，每 10 万元相比普通
贷款年节省利息 1000 元左右，截至
目前生态贷余额 200.3 亿元。以平
台 GEP 核算应用为依托成立“两山
公司”174 家，累计完成各类生态资

产 和 生 态 产 品 交 易 5200 多 宗 ；以
“大搬快聚富民安居”为切口，开发
大搬快聚“易居通”场景应用，累计
推动 46 万居住在偏远乡村、生活环
境恶劣的贫困群众实现搬迁。

在撬动高效能治理上，以数字化
改革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上线农
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场景
应用，1 月至今，全市发生农村地区
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106人，同比
下降 18.46%，相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32.48% ，相 比 前 五 年 平 均 数 下 降
36.43%；创新推出“益林富农”公益
林管理多跨场景应用，绘制成全国唯
一的生态公益林数字化“一张图”，改
变“指山为界+文字描述”传统模式
为“数字智能落界+人工现场勘验”
精准模式，山林矛盾纠纷下降 30％，
山林权属信访问题下降 89％，涉山
林纠纷诉讼案件立案下降40％。

在撬动高品质生活上，从群众、
企业、基层最需要的地方入手，更理
性、更智慧地找准改革突破口，真正
让群众和基层感受到数字化改革带
来的实惠和变化。上线花园码“一码
通丽水”应用，推动酒店扫码入住、访

客扫码免登记、幼儿入（出）园扫码接
送等民生小事落地运用；上线“浙丽
保”应用，通过制度重塑构建“基本+
大病+商保+救助”的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获得中央深改办高度肯定；
上线花园云场景化多业务协同应用，
聚焦解决群众幸福感但举报无门，想
解决又难以整治的“烦事”、治理时涉
及部门也广的“杂事”、容易出现推
诿扯皮的“难事”等。

值得一提的是，丽水还坚持应
用、理论、制度同步谋划、一体推进，
在承接贯彻省级系列理论制度成果
的基础上，形成一批立足丽水实际、
富有丽水特色的理论制度成果，构
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专家集智”
的理论研究体系。截至目前，市县
两级共形成理论成果 34 项、制度成
果 78项。

市委改革办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聚焦打造“三大成果”，全面承
接省级部署，强化“一本帐”管理，突
出制度重塑和改革突破，从整体上推
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
现全域整体智治、高效协同，进一步
放大数字化改革牵一发动全身的撬
动和裂变效应，推动更多“丽水经验”

“丽水案例”登上改革“大舞台”。

丽水：数字化改革引擎齐发力

中央气象台 17日继续发布寒潮
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影响，12月 17日
8 时至 18 日 20 时，我国中东部大部
地区将降温 6℃～8℃，其中，安徽东
南部、浙江大部等地降温幅度可达
12℃以上。

在 极 端 天 气 再 次 来 袭 的 情 况
下，取暖有无问题、生活物资如何保
障、困难群体如何御寒⋯⋯这些普
通民众关心的切身问题，各地都提
前谋划、周密部署，进行了周密的准
备。

记者了解到，当前浙江省新一
轮疫情防控已进入关键时期。冷空
气强度再次升级，给一线战“疫”人
员带来不少挑战。“当地为我们抗疫
人员配备了姜茶、棉被、棉服。”17日
早上 6 时 30 分，经过前一天的降雨，
宁波市镇海区临江社区社工张义出
门就感到了寒意。因疫情防控的需
要，临江社区实行封闭管理已有多
日，张义与其他社区工作者大部分
工 作 就 是 当 好 居 民 的 物 资“ 配 送
员”。张义说：“为了保障困难居民
基本生活所需，我们制定了相应的
方案，物资保障品中既有蛋奶，又有
蔬菜、水果，还是挺丰富的。”

根据实际需求，绍兴市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指挥部物资
调配供应组迅速落实，14日已为医务
人员紧急增补了棉被 200 条、枕头
200个、电热水壶35个、抽纸10箱、接
线板35个等应急物资；给转运隔离人
员的司机配发 370件防寒服，已于 16
日中午前分批送达，并发放到位。

一顶普通的帐篷，对于疫情防
控 一 线 执 勤 人 员 来 说 却 是 避 寒 利
器。记者从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
局获悉，目前上虞全区 110个卡口均
已搭建应急帐篷，配备取暖设备。

北京、山东等多地也正在陆续
开展“寒冬送温暖”行动。

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局了解到，
受冷空气影响,16 日至 17 日北京市
出现大风降温天气。17日 6时 47分

“观象台”站气温为-7.5℃，为今年入
冬以来最低值。

为应对寒潮天气，北京市怀柔
区喇叭沟门满族乡迅速开展各项工
作，各驻村工作站、村“两委”干部 24
小时在岗在位。该乡还对低保户和
特困老人一一进行走访，确保老人
们温暖过冬，乡社保所工作人员任
超介绍道：“每逢寒潮来临，我们都
要挨家挨户地走访查看低保户、特
困老人取暖和被照看情况，并提醒
他们注意防寒保暖、预防煤气中毒，
对于他们反映的困难，我们也会及
时给予帮助。”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提前部
署，做好大风降温天气城市运行保
障工作，在供热服务方面，确保“气
温下降，室温不降”；在供气方面，加
强燃气设施设备巡视检查和地下管
线防护，做好供需计划对接，保障居
民正常用气；要求在大风前全面开
展户外广告设施安全检查，对检查
发现存在隐患的设施，立即进行加
固或拆除。

眼下，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前
曹镇鸣鸡店村的大棚西红柿正迎来
第一季采收期。近期，气温骤降给
大棚蔬菜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平原
县农技专家第一时间进棚指导让种
植户张千彪吃下了“定心丸”。

“专家给我们讲解了低温天气
下蔬菜生产注意事项，帮我们制定
了应对措施。比如温度方面，白天
棚内温度要控制在 20℃～25℃，晚上
则控制在 10℃～15℃。”张千彪说。

作为全国蔬菜生产重点县，平
原 县 设 施 蔬 菜 总 产 量 达 26 万 吨 。
为做好寒潮下“菜篮子”稳产保供，
平 原 县 蔬 菜 和 水 产 业 发 展 中 心 副
主任董丕举介绍，该中心组织了 13
个农技服务队，深入重点乡镇生产
棚区现场指导，确保蔬菜市场供应
和价格稳定。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

南北方气温陆续“触底”
各地民生保障很暖心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8 日电（记者 田晓航 李恒）为
破解罕见病患者用药难题，有关部门在行动。记者从
18日在京举行的 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了解到，截至
目前，国内共有 60 余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已
有 40余种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涉及 25种疾病。

自2018年成立以来，国家医疗保障局每年一次动态
调整医保药品目录，罕见病用药也在调入之列。同时，
通过对罕见病药品谈判准入，罕见病用药价格大幅降
低。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滔在会上介绍，2021年共
有7个罕见病药品谈判成功，价格平均降幅达65%。

据有关机构估计，我国现有各类罕见病患者约
2000万人，每年新增患者超过 20万人。面对日益庞大
的罕见病患者群体，用药保障的步伐必须不断加快。

近年来，我国对罕见病治疗药品实施优先审评审
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防治
罕见病的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时飞介绍，国家药监
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临床急需境外新
药审评审批相关事宜的公告，遴选发布了三批临床急需
境外新药品种名单，鼓励企业申报。三批遴选发布的81
个药物中，罕见病治疗药品超过一半。目前，已有 26个
罕见病药物通过临床急需境外新药专门通道获批上市。

“在所有药品上市申请中，罕见病药品审评审批时
限最短。”陈时飞说，2020年，新修订的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明确了将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防治罕见病的创新药
和改良型新药纳入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对于临床急需的
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罕见病药品在70日内审结。

据介绍，2021年，国家药监局新批准利司扑兰口服
溶液用散等 10个罕见病药品，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
症等罕见病。陈时飞说，这些药品填补了国内相关罕
见病治疗用药的空白，为更多的罕见病患者延缓病情
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带来了希望。

破解用药难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已纳入 40 余种罕见病用药

在松花江哈尔滨段，工人在进行切割和采冰工作（12 月 17 日摄，无人机照片）。
目前，黑龙江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采冰和建设工作正加紧进行。为保证足够的优质

冰供给，采冰人每天在松花江哈尔滨段封冻的江面上裁冰、采冰。 新华社传真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记
者 安蓓 谢希瑶）记者 17 日了解
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商务
部办公厅等近日印发《反食品浪费
工作方案》，明确加强公共机构餐
饮节约，推进机关单位食堂反食品
浪费，加强公务接待、会议、培训等
公务活动用餐管理，开展学校食堂
餐饮节约行动。

方 案 提 出 ，推 进 粮 食 节 约 减
损。推进粮食消费前各环节减损，
完善粮食节约减损标准体系，开展
粮食仓储环节浪费调查评估。遏

制餐饮行业食品浪费。各级商务
部门采取措施鼓励餐饮服务经营
者提供分餐服务、向社会公开其反
食品浪费情况。督促餐饮外卖平
台、餐饮服务经营者以显著方式提
醒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支持自
助餐服务单位实施对消费者浪费
行为适当加收费用的措施。建立
健全餐饮行业反食品浪费的制度

规范。加强对旅行社管理人员和
导 游 人 员 培 训 ，引 导 游 客 文 明 用
餐，合理安排团队用餐。

方 案 指 出 ，促 进 食 品 合 理 利
用。建立食品捐赠需求对接机制，
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等在保证食
品安全的前提下向有关社会组织、
福利机构、救助机构等组织或者个
人捐赠食品。健全临期食品销售

体系，鼓励食品生产者在食品包装
上明确标识“最佳食用日期”和“保
质日期”，支持食品生产经营者以
优 惠 价 格 销 售 临 近“最 佳 食 用 日
期”的食品。推进厨余垃圾资源化
利用。

方案强调，加强反食品浪费日
常监督检查。鼓励单位和个人举
报 食 品 生 产 经 营 者 食 品 浪 费 行
为 。 开 通 举 报 热 线 ，收 集 问 题 线
索 ，加 强 执 法 监 督 ，强 化 组 织 实
施。

我国出台方案反食品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