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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钟根清 通讯员
雷晓云 廖浩平 吴春梅）“‘浙丽保’
是真好，花小钱能起大作用！”日前，
得知“浙丽保”新一年征缴工作开
始，遂昌县妙高街道上南门村村民
陈建不仅第一时间为全家进行了投
保，还积极化身宣讲员，为亲朋好友
介绍“浙丽保”的好政策。

今年 1 月，陈建父亲因心脏瓣
膜病入院治疗，两周时间花费了 34
万余元。由于投保了城乡医疗保险
和“浙丽保”，两项保险分别报销了
7.7万元和 17万余元，个人仅承担了
10万余元的费用。

去年 11 月“浙丽保”参保征缴
工作开展之初，由于对新政策不了
解，陈建一直保持着观望的态度。
后来，在工作人员耐心解读相关政
策和积极引导下，当月底，他为全家
投了保。

哪知道，“浙丽保”刚一生效，陈建
父亲就查出身体不适，随后入院治疗
两周。父亲出院进行医疗费用结算
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由于投保了

“浙丽保”，34万余元的账单一下子变
成了 10万余元。他由衷地感慨：“真
没想到100元能有这么大的用处！”

“‘浙丽保’确实是一项惠农好

政策！”王村口镇石笋头村村民吴丽
君，有着比陈建更深刻的体会。

今年 2 月，吴丽君父亲意外烧
伤，送往医院后，医生告诉她，手术
起码要花费 200 余万元。当时，吴
丽君觉得脑袋一片空白，这么多的
治疗费用，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好。

吴丽君想到去年末为父亲投保
了“浙丽保”，她一边想法子筹钱，一
边深入了解相关政策。她父亲到目
前已花费 195 万元医疗费，其中城
乡医疗保险能报销 63 万元，“浙丽
保”能报销 90 万元，个人只承担了
40万余元的费用。吴丽君说：“真正

体会到了‘浙丽保’的好处，多一份
保障，更是多一份安心。”

“2021年，遂昌共有19万多人参
加‘浙丽保’。截至目前，已有 2500
余人享受到了政策优惠，报销的基金
达到1000多万元。”遂昌县医疗保障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目前基金
运行情况，县医疗保障局将进行政
策调整，通过降低起报线、调整药品
报销目录和医疗项目等手段，确保
更多群众能够享受到“浙丽保”赔付。

多一份保障 多一份安心

遂昌2500余人享受到“浙丽保”政策优惠

本报记者 钟根清

丽水天眼守望助力“两山”转化
综合智治应用，被列入全省第一批
数字政府“一地创新、全省共享”应
用项目，获评全省数字化改革第一
批 25个“最佳应用”之一；

“‘缙情帮’医保防贫”应用，获
评全省数字化改革第二批 50 个“最
佳应用”之一；

由市委改革办申报的丽水市多
跨场景应用深化数字化改革项目，
入围第二届中国城市治理创新优秀
案例奖全国 17强；

“流动医院”、花园码“一码通丽水”
应用场景，获评浙江省党史学习教育

“三为”专题实践活动最佳实践案例；
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一

件事（农道安），获评全省首批“十大
数字法治好应用”；

遂昌干部实绩数字化考评应
用，入围 2021 数字政府特色评选五
十强创新案例⋯⋯

近 段 时 间 来 ，丽 水 数 字 化 改
革 喜 讯 连 连 。 通 过 全 市 总 动 员 、
全社会齐发动，加快形成“处处是
推 动 发 展 的 发 动 机 、一 起 点 火 推
动改革”的生动局面，打造出一大
批 有 丽 水 辨 识 度 、全 省 影 响 力 的
改 革 成 果 ，为 加 快 建 设 共 同 富 裕
美好社会山区样板提供强大动力
和硬核支撑。

践 行 改 革 使 命 ，助 力 共 同 富
裕。最近，来自市数字化改革五大
系统牵头单位以及各县（市、区）和
丽水经开区的 15 支代表队，围绕改

革基础、改革创新、改革突破、改革
探索等环节开展数字化改革知识竞
赛，形成更大合力推动数字化改革
向纵深推进。

这是继组织开展全市数字化
改革场景应用（第一批）评选后，全
市数字化改革领域的一次巅峰对
决。本次竞赛融问答、竞技、互动
等形式于一体，参赛人员既有处级
领导，又有改革一线干部，做到各
地全面参与、人员全面覆盖，充分
体现了将数字化改革进行到底的
信心和决心。

数字化改革是新发展阶段全
面 深 化 改 革 的 总 抓 手 ，也 是 一 项
牵 一 发 动 全 身 的 重 大 标 志 性 改
革 。 丽 水 坚 决 扛 起 使 命 担 当 ，迅
速 找 准 系 统 跑 道 ，围 绕 体 现 山 区

特 色 、具 有 标 志 性 成 果 的 重 大 数
字 化 应 用 ，体 系 化 规 范 化 推 动 数
字 化 改 革 ，不 断 推 动 改 革 走 深 走
实、破题见效。

一个应用、一名领导，一个专
班、一套方案、一抓到底！在数字化
改革进入打造最佳应用、比拼“三大
成果”的新阶段，丽水牢牢把握数字
化改革本质要求，努力打造形成一
批管用实用、老百姓满意的最佳应
用，推动数字化改革持续迭代升级、
形成更多“硬核”成果，进一步推进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
步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下转第三版）

加快形成“处处是推动发展的发动机、一起点火推动改革”的生动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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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善举的背后，常常折射
出民生的需求。

近日，网上一段视频感动了
无数网友。视频的主人公是我市
爱心人士沈香 ，她把自家在医
院附近的柴火间改造成了爱心共
享厨房，供有需求的病人家属使
用，做饭的水电煤气不收钱，柴米
油盐和各种调料也免费。对于那
些在异地求医住院的患者而言，
能顿顿吃上亲人做的饭菜，不仅
能节约餐饮开支，这份家的味道
也是一剂心灵的良药。

“微弱的光，照亮寒夜的路
人 ；火 红 的 灶 ，氤 氲 亲 情 的 味
道。”这一份“私人定制”承载着
一个个重症家庭的命运悲欢，令
当事人无语凝噎，让旁观者为之
动容。病人需要精神关爱，这个
厨房，像一张羽翼，成了与疾病
抗争的温暖港湾。有网友评价，
爱心共享厨房为无数因为癌症
坠入茫茫暗夜的家庭，带来了柴
米油盐的温暖与馨香，也展现出
了芸芸众生面对他人艰难时的
人性光辉。

艰难的背后，幸好有爱；眼
泪 的 背 后 ，也 有 无 奈 。 剖 开 生
活 中 许 多 打 动 人 心 、戳 中 泪 点
的 故 事 ，背 后 往 往 隐 含 着 特 定
的民生需求。爱心共享厨房的
出 现 ，是 因 为 特 殊 患 病 群 体 的
需 求 ，是 因 为 饱 受 病 痛 折 磨 患
者 需 要 家 的 味 道 的 抚 慰 。 同
时 ，对 因 疾 病 而 陷 入 困 顿 的 家
庭 来 说 ，自 己 下 厨 是 最 低 成 本
而又能吃到可口饭菜的最佳选
择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也 减 轻 了 这
些家庭的经济负担。平凡中的
大 爱 ，初 看 是 义 举 ，细 思 是 民
生 。 比 如 ，张 桂 梅 四 十 几 年 扎
根 山 区 的 事 迹 让 人 热 泪 盈 眶 ，
这背后折射的是山区教育的困
窘；春运返乡大潮中，骑摩托车
千里迢迢回家的打工者让人心
酸而感动，这背后直指“一票难
求”的民生痛点；一些商家主动
为环卫工人提供热水和休息场

所 ，这 背 后 是 环 卫 工 人 这 一 群
体 风 吹 日 晒 的 艰 辛 ；各 种 方 式
爱心助农活动的背后是农民遇
到的农产品滞销难题⋯⋯

凡人善举最能打动人心，对
于党员干部来说，则不能止于感
动，要正视感动背后的民生需求、
民生痛点和难点，让无力者有力，
让有力者前行。爱心共享厨房的
出现，是一座城市友爱的烟火，也
为城市治理和民生服务提出了新
的课题，那就是如何让特殊困难
群体感受到精细化、人性化的服
务，让每一位陷入困境的弱者得
到温暖，享受到尊严。毕竟，单靠
一个人的力量，爱心共享厨房很
难坚持下去，而且也无法满足多
家医院众多病患的需求。

共 富 路 上 一 个 也 不 能 少 。
党员干部不仅要乐听近处的笑
声 ，也 要 善 听 远 方 的 哭 声 。 今
年，全市上下以群众需求为出发
点，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解决群众各项“急难
愁盼”问题，让群众享受高质量
的生活。尤其是在一些常人没
有关注到的领域，党员干部勇做

“潜水员”，善做“显微镜”，争做
“ 医 疗 员 ”，弄 清 楚 群 众 的 叹 息
声、忧愁脸因何而起，用心用情
去发现并化解民生服务短板，真
正做到民生需求在哪里，为群众
办实事的脚步就在哪里。

在许多人目光还未及的地
方，有人看见并已伸出了援手，
这是好事，也是鞭策，为党员干
部了解、体察民生打开了一扇窗
口。我们期待，像爱心共享厨房
这种民间发起的义举，能够早日
形成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接力
事业，让善举走向善治，让善治
走向长治。

（孙玮 郑委）

正视爱心共享厨房
背后的民生需求

本报讯（记者 曾翠 陈炜芬 徐
丽雅）“今年到我们村落户的鸳鸯已
经超过200只了！”昨天，和雁湖鸳鸯
相伴 7 年的黄垟口村摄影爱好者刘
德荣，又来到鸳鸯栖息地附近巡护，
防止外来人员惊扰这些鸳鸯。随着
去年景宁畲族自治县英川镇黄垟口
村把保护鸳鸯写进村规民约，这些鸳
鸯俨然成了“编外村民”，和当地村民
融洽相处。

7年前，黄垟口村雁湖上的鸳鸯
还很少，仅有一两对，后来一年比一
年多，成了“鸳鸯乐园”：2018 年 20
多只，去年突破 150 只，今年又多了
60多只⋯⋯

鸳鸯栖息地所在的英川镇，是创

建中的百山祖国家公园东大门的入
口，森林覆盖率 92.18%，境内的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至少有13种。

鸳鸯是一种雁形目鸭科动物，
主要栖息于山地森林河流、湖泊、
水塘、芦苇沼泽和稻田中。最早拍
到雁湖鸳鸯的刘德荣说，过去很少
见到，而且鸳鸯胆子小，人一靠近，
就会受惊飞走。常年拍摄鸳鸯，了
解鸳鸯的习性，使他成了专业“护
鸟人”，经常在公路旁巡查，提醒过
往车辆不要鸣喇叭，轻关车门，劝
导拍摄者不靠近、不航拍。后来，
他 和 当 地 6 位 摄 影 爱 好 者 组 成 了

“护鸟队”，每周至少来巡护 3次。
近年来，自发保护鸳鸯的村民

越来越多。
雁湖旁有 10 多亩耕田，还有不

少村民的自留地。村民周兆火就有
3亩田在雁湖，原本用来种稻谷，“一
年能收 1000 多公斤稻谷”。自从鸳
鸯飞来后，他不种稻了，在田里种上
了板栗，“因为板栗在鸳鸯来过冬前
就能采摘完”。

去年，黄垟口村全体村民投票
通过，把保护鸳鸯写进村规民约，正
式欢迎这群“编外村民”加入。英川
镇政府还在湖里投放了一批鱼苗，
丰富它们的越冬食物。

鸳鸯的胆子渐渐大了起来，从
最初远离村庄到偶尔飞到村尾活
动，现在经常结队在村中心的桥下

“散步”。对于这群远道而来的“编
外村民”，村民们不仅知道了“雄鸳
鸯更好看”，还摸清了它们的生活习
性，“白天飞到山林找吃的，傍晚才
回来休息”。

黄垟口村党总支书记王秀菊介
绍，由于鸳鸯连年“集结”来越冬，村
民给雁湖取了一个新名字——“鸳
鸯谷”。

“鸳鸯选择在这里栖息越冬，勾
勒出一幅人、鸟、村和谐相处的画
卷。”英川镇常务副镇长吴云兵说，
目前镇里正谋划建雁湖“鸳鸯谷”驿
站，在公路旁做隔音挡墙等，为鸳鸯
创造更好的栖息环境。项目将在明
年鸳鸯北迁后开工，回来前完工。

不仅让田让地 还把保护措施写进村规民约

两百只鸳鸯成黄垟口村的“编外村民”

记者 叶浩博 通讯员 周平

丽水市围绕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六讲六做”总
目标，以党史学习教育“百千万”
宣讲行动为总抓手，在全市组织
发动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思政教
师、新闻记者、支部书记、8090 青
年宣讲员等，深入基层宣讲六中
全会精神。截至目前，全市已开
展各类宣讲活动 5000 余场次，覆
盖受众 100万多人次。

“六讲六做”大宣讲：讲
堂无处不在，党课无人缺席

宣讲声声入耳，精神深入人
心。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以及浙
西南红色资源、丽水改革发展的
成就，成为了党员干部手里最生
动的宣讲材料。

遂昌县为推动红色宣讲“走
新”又“走心”，把当年挺进师政委
会会址和苏维埃政府旧址蔡相庙
建设成为“乌溪夜校”，在门阵国共
和谈纪念馆二楼开设“门阵红色学
堂”，在“红军挺进师馒头岭石楼战
遗址”所在镇设立“石练书院”。

该县在革命遗址所在地创设
10 余个宣讲平台，运用“党史知
识大家学”“红色群团来赶集”“红
歌文艺汇演”“红色经典诵读”等
多种形式开展特色宣讲 50余场，
惠及 2000余人。

在浙闽边界线上，庆元县和
松溪县分属浙江、福建两省。在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闽浙边地委
就驻扎于庆元、松溪边界地区，两
地军民携手革命、血浓于水。今
年以来，两省两地先后开展党史
学习“走亲”活动 30 多场次，“边

界红音”飞入浙闽百姓家，2000
多名边界群众参与学习教育相关
活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闭
幕后，庆元 20余乡村更是联合福
建多个交界村，第一时间组织全
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吴永
德、“8090”宣讲员、老党员开展浙
闽两省共学活动，领悟新精神、共
谱新篇章。

景宁畲族自治县“畲青年”宣
讲团以“畲歌演唱”“木偶戏演绎”

“线上直播”等形式开展了接地气
的宣讲活动，并先后组建畲青年
22支宣讲队，编排完成 10支畲族
山歌，编排完成畲乡木偶戏《红军
张森菊》，已向全县 3万余畲汉群
众进行宣讲宣教。

同样唱着山歌做宣讲的还有
“600 岁老年山歌传唱队”，他们
是由缙云县双溪口村的 9位银发
奶奶组成的山歌队。老人们把六
中全会精神编进山歌，唱支山歌
给党听，还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宣
讲“网红”。

在莲都古堰画乡景区的画舫
里，青年宣讲员张一琦讲述河边
村村民在改革开放以来记账的故
事，用账单上的数字变化，彰显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进而歌颂
党的领导，讲述共同富裕的河边
故事。

12 月 3 日，“百名记者互动
讲”丽报集团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宣讲团授旗出征，推动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基层落
地生根。

（下转第三版）

丽水“学做结合”
推动六中全会精神落地生根

——“六讲六做”大宣讲、“丽水之干”大践
行活动阶段性综述

“浙丽保”助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新征程

眼下正值脐橙采摘上市
期，位于松阳县古市镇卯山
区域的脐橙也迎来大丰收。
据悉，卯山区域共种有脐橙
700 余亩，年产量达 120 万公
斤。近年来，种植基地和家
庭农场加强生产技术提升和
质量管理，再加上土质适宜，
使当地脐橙以个头大、甜度
高、外观美而远近闻名。

记者 兰雷伟
通讯员 周琳 摄

脐橙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