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老妪能解”说问题整改
宋海转

在我市日前召开的全市脱贫攻坚

第十二次推进会上，市委书记刘继标强
调，要抓好问题整改，对照问题，举一反
三 ，梳理同类问题 ，由点及面 ，标本兼
治 ，集中进行整改 ，全力抓重点 、补短
板、强弱项，全面规范，全面提升。

说到问题整改，笔者想起了 《冷斋
夜话》中记载的“老妪能解”的故事。 “白
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 妪曰解，则录
之；不解，则易之。 ”说的是，白居易每作
一首诗，自己反复吟咏，觉得可以之后，
再拿去念给不认识字的老太太听。 如果
老人听不懂，他马上又回去修改，这样
反复数次，直到老太太能听懂为止。 白
居易的诗之所以广为流传，与他善于抓
好问题整改不无关系。 老人听不懂，就
代表诗不够通俗易懂， 这就是问题；白
居易反复修改， 直到老人能听懂为止，
就代表问题解决了，诗也写成了。

同样， 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就
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像白居易写诗那

样，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真正做到
“对症下药”。 只有抓住问题、解决问题，
才能把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好。 如果只发
现问题，不整改问题，打赢脱贫攻坚战
就是空谈。 抓好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最
终要落实在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上，最终要体现在拔穷根、闯富路、长志
气上，最终要依靠群众用获得感来阅卷
打分。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能不能及时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是能否如期完成脱
贫任务的关键所在。 让我们始终坚持问
题导向， 以务实的作风抓好问题整改，
确保全面高质量完成全市脱贫攻坚各

项工作任务。 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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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扶贫的“淮阳经验”
通讯员 郑翔宇 牛淑一 记者 史书杰

淮阳县鲁台镇贫困患者霍先生，患
有严重的精神疾病，有暴力倾向，严重
影响到家人和邻里关系。 县卫计委健康
扶贫办公室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把他
安排到县人民医院精神病科进行治疗。
经过一个多月的免费治疗，患者病情明
显好转，情绪稳定。 饱受煎熬的患者母
亲终于长出一口气，感激地说：“是党的
好政策让俺一家过上了正常人的生

活！ ”
如今 ， 淮阳县 14654 户贫困户 、

42853 名贫困群众都能享受到健康扶贫
的种种优惠政策，贫困群众“看得上病、
看得好病、看得起病、少生病”的目标基
本实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难题

得到了初步缓解。 2017 年底，市政府在
淮阳召开了健康扶贫工作现场会，在全
市推广淮阳县健康扶贫工作经验。

淮阳县的健康扶贫工作到底有哪

些经验？ “淮阳经验”缘何在全市得以推
广？ 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做好一项工作， 领导重视是关键。
淮阳县成立了以县长王毅为组长的健

康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淮阳县
健康扶贫工作实施方案》《淮阳县医疗
卫生脱贫专项方案》， 县卫计委与县人
社局、民政局、扶贫办联合下发了《淮阳
县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方

案》《淮阳县困难群众县域内住院“先诊
疗后付费”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文

件，为健康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靠
的组织保证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县卫
计委狠抓落实， 建立了周例会制度、全
员分包联系制度、 责任追究制度等，切
实做到机构到位、人员到位、责任到位、
投入到位。

“三优三确保”是“淮阳经验 ”的核
心内容：

———提供优先服务，确保贫困群众
看得上病。 该县 24 个公立医疗机构全
部实行“先诊疗后付费”，贫困患者持健
康扶贫就诊卡不交押金即可办理住院

手续。 县政府投入 200 万元为公立医疗
机构统一安装了“一站式”即时结算软
件，患者就诊时出示健康扶贫就诊卡即
可显示身份信息，进行信息交换和即时
结算，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就医。 各医疗
机构都设立了“健康扶贫导诊台”，增设
了“爱心病房”，为罹患 9 种重大疾病的
农村贫困人口开通了集中救治绿色通

道。 截至目前，全县共筛查出 9 种重大
疾病贫困患者 265 人， 累计住院 136 人
次，总花费 142 万元，基本医保报补 112

万元，大病医保报补 4500 元，大病补充
医疗保险报补 6.8 万元， 民政救助 12.7
万元，政府兜底 22.6 万元，平均报补率
为 96.74%。

———提供优质服务，确保贫困群众
看得好病。 淮阳县狠抓医疗服务体系建
设，全县 145 个贫困村全部建有标准化
卫生室，并且做到了“六统一”，即统一
标牌标识、统一科室设置、统一规章制
度、统一设备配置、统一政策宣传、统一
档案资料；采取引进人才、带教、培训、
远程会诊、举办讲座、手术指导等多种
形式提高乡村两级医务人员的专业技

能。 淮阳县人民医院于 2016 年 6 月成
立了医疗联合体，上联郑大一附院等三
甲医院，下联部分乡镇卫生院，让群众
就近享受到大医院知名专家的诊疗服

务。 县乡村三级医务人员还与全县所有
贫困家庭签订了服务协议，让每个贫困
户都有了“家庭医生”，基本实现了“小
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
的就医格局。

（下转第二版）

������7 月 19 日， 一些女工在扶沟
县 “巧媳妇工程 ”基地加工服装 。
近年来，该县积极实施“巧媳妇工
程 ”，以服装行业为重点 ，把劳动
密集型产业项目建到乡村， 让农
村妇女在农业生产之余实现增收

脱贫。 ②2 卢付昌 摄

引黄调蓄工程累计完成
土方开挖 251万立方米

本报讯 （记者张劲松 通讯员

王玉凤文/图） 挖掘机铁臂挥舞，渣
土车来回穿梭，推土机平整场地，洒
水车不停降尘，200 余台机械纵横驰
骋， 引黄调蓄工程施工现场颇为壮
观……7 月 19 日上午， 记者在引黄
调蓄施工现场了解到， 该项目目前
累计挖土 251 万立方米，日挖土 7 万
立方米。

当日 11 时许， 记者在施工现场
看到，部分环湖微地形已经做好，临
建道路两侧绿化部分已完成， 堤顶
路建设正在紧张进行中。 走进施工
现场，处处可见挖掘机铁臂挥舞，来
回穿梭的渣土车把挖出的土拉出工

地，推土机、压路机也都轰鸣着在平
整场地。

据了解，引黄调蓄工程是中心城
区十大民生工程之一；是集“灌溉调
蓄、区域排涝、水质保护、亲水生态”

于一体，融合“水安全、水环境、水文
化、水经济”的综合性基础设施。 该
项目由引水、蓄水、退水和周边环境
工程四部分组成，总占地 6903 亩，其
中湖面占地 3573 亩， 周边景观占地
3330 亩， 工程总投资 30 亿元左右。
项目建成后有利于 “节水型社会建
设”与“生态城市”的融合，是实现周
口市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目标的重

要保障之一。
该项目正在进行的是一期工

程建设 ，包括引水工程 、蓄水工程 、
退水工程和环湖堤顶路建设 ，目前
累计挖土 251 万立方米。7 月以来，
项目累计挖土 96 万立方米 、 征地
1139 亩 、 租地 1200 亩 、 伐树 740
棵 、迁坟 202 座 ，预计 8 月完成环
湖堤顶路 、环湖微地形及部分节点
绿化建设工作 ， 形成 1000 亩蓄水
湖面。 ②2

施工现场。

深入贯彻省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
谱 写 中 原 更 加 出 彩 新 篇 章

市委编办
本报讯 近日， 市委编办召开

全体会议， 传达学习省委十届六次
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认为， 省委书记王国生和
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的讲话，为
今后机构编制工作指明了方向。 会
议要求编办全体人员要把省委全会

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到机构编制工作

中去， 理清工作思路， 把握工作重
点，明确工作目标。一是做好全市机
构改革的准备工作。 围绕全市党政
群机构编制、 内设机构运转和 “三
定”规定执行等情况进行梳理，分析
相关数据，准确掌握机构编制现状，
为推进机构改革夯实基础。 二是深
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加大简政放
权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
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打造人民满
意的服务型政府。 ②2（马文聪）

王呈方的脱贫故事
记者 徐松 通讯员 王健

“现在无论做啥事儿讲的都是高
质量，我喂鸡全部用玉米，不喂其他饲
料……”7月 16 日， 郸城县汲水乡押岭
村养鸡户王呈方正在给前来咨询养鸡

技术的群众传授经验。 其实，他刚刚甩
掉贫困户的帽子，大家正是冲着他的脱
贫故事而来。

王呈方家有 7 口人，三个孩子正在
上学，母亲患淋巴癌，父亲年迈多病，妻
子也有病 ， 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 ，
2014 年被确定为贫困户。

当年， 王呈方和朋友合伙养鸡，结
果很多鸡生了病。 这让王呈方很绝望，
他卖掉没有生病的鸡后， 外出打工，生
活依然没有起色。

2015 年 2 月的一天， 正当王呈方
发愁怎么脱贫的时候，郸城县交通运输
局驻押岭村第一书记王成龙找到他，鼓
励他再次养鸡，并提出县交通运输局愿
意帮他贷款购买鸡苗。 听了驻村第一
书记的话，王呈方想了一夜。 第二天一

大早，他就来到村委找王成龙和押岭村
干部，决定再次养鸡。

2015 年 5 月， 在县乡村各级干部
的帮助下，王呈方买回来 2000 只鸡苗。
为了保证室内温度，王呈方需要烧火炉
提高鸡舍的温度。 由于是烧的柴火，夜
里要保证温度，第一个月，他每天晚上
起床五六次。 那个月，2000 只鸡苗一共
活下来 1900 只， 这个成活率让乡里的
兽医都拍手叫好。

小鸡成活了，王呈方也不敢掉以轻
心，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养鸡场通上
电。

王呈方把自己的住处搬到养鸡场。
有一天晚上，他听见鸡在惨叫，立即从
床上爬起来，发现进了黄鼠狼，拿起竹
竿一顿乱打，黄鼠狼落荒而逃。 从那以
后，王呈方每晚都会起来看看，才能安
心睡觉。

随着养鸡规模的扩大，喂鸡的玉米
已经不足， 邻村的玉米也被他收购一

空。 无奈之下，王呈方父子俩租了辆三
轮车到别的乡镇上收购玉米。

有人建议王呈方多买些别的饲料，
没必要去收购玉米。“别人喂啥我不管，
我只喂玉米，我养出来的鸡就是和别人
的不一样。”王呈方始终坚信一个念头，
就是踏踏实实做事、实实在在做人。

王呈方养的鸡很快出了名，靠诚信
经营，他的腰包慢慢鼓起来了。

在采访中， 王呈方电话不断响起，
都是来买鸡和鸡蛋的。 一上午，他卖了
几百斤鸡蛋。

在场的村干部忍不住夸赞他，可他
笑着说：“驻村干部帮我起了步，我这是
赶上了好政策，只要好好干，就一定能
走上致富路。 ”②2

百姓故事

“巧媳妇工程”
助村民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