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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6月，区人大常委会深入
开展“小而美”民生实事项目
督查，在与群众代表面对面交
流时，了解到了群众对于增加
社区卫生服务站慢性病药品种
类的迫切需求。区人大常委会
第一时间将群众反映建议整理
交办至区卫健局，共同探讨如
何充分调动医防联合体载体资
源，按照远近结合、城乡联
动、统筹配送的原则，确保社
区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的药
品供应。

在区人大常委会的督办指
导下，7月，医防联合体内各
单位用药衔接有效畅通，阳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变身”医
共体中心药房，通过“江苏省
药品医用耗材招采平台”在
“医共体统一用药目录”范围
内统一采购配齐药品，再向各
基层卫生服务站点完成药品分
散供应。“来卫生室配药的人
更多了。”洛阳镇友谊村卫生
室驻村医生贾桂萍说。

后续，区人大常委会将

“小而美”民生实事项目做深
做实，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代
表，收集反馈意见，开展调研
督查，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反
馈至区卫健部门，建议家庭医
生预约上门，诊疗服务流程优
化，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
病的筛查干预等多项医防融合
特色项目下沉到村 （社区），
推动建立“主动服务、技术下
沉”服务模式，着力完善“双
向联动”反馈机制，切实增强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步入湖塘镇阳湖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慢阻肺慢病管理门诊，医
护人员正在对患者开展随访。
“辖区内的老年人和在职人员都能
在社区里体检。体检时，还会针
对高危人群进行初筛评分，一旦
评分超过 16 分，就会通知他们
到慢病门诊进一步筛查。”阳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卫科科长苏
萍介绍。
“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不足、

专家人才缺乏、诊疗设施落后，
基层医疗环境亟需改善。”在去
年的“人大代表在行动”活动
中，区人大代表俞新春提交了
《关于提升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
的建议》，传递群众对在“家门
口”享受高水平医疗服务的期盼。
区人大常委会将其列入年度重点
督办建议，指导督促有关部门着
重从强化医疗卫生设施配备、优

化专业人才引进、深化学科能力
建设等方面精准发力，建立健全
长效管理机制。

代表们的一纸建议经由区人
大常委会的全力推动，精准转化
为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全面快速
提升的显著实效。《武进区深入
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实施方案》
出台，2家区级医院与 15家乡镇
卫生院组团协作，下派专家坐诊、
选派骨干挂职、开展专科共建等
多措并举，有效促进了区域医疗
服务质量全面提升与均衡发展，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初见雏
形。此外，区疾控中心与寨桥卫
生院、西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基层医疗机构合作，建成
“疾控—医院”医防联合体 4 个，
推动公共卫生机构主动融入医共
体建设发展。

“医防融合重点在防，防
在于早，要提前发现、提前
治疗、提前干预，这就需要
专业人才、专业研究的充分
保障。”在区人大前期组织召
开的医防融合工作专题座谈
会上，区人大代表、社会事
业专业代表小组成员、武进
中医医院乳腺科主任储军强
调，做好医防融合是守护群
众健康安全的治本之策，这
需要专业力量的支撑。

近年来，在区人大常委会

的专题审议与专业代表小组的
认真监督下，我区不断优化卫
生人才引进与培养路径，完善
人才供给、评价和激励保障机
制，为特殊人才量身定制个性
化成长方案，打造卫生人才集
聚“强磁场”。基于代表的宝
贵建议，区人大常委会全力推
动医防融合“生力军”培育。
全区依托医防联合体建设契
机，落实公卫骨干下派基层、
导师帮带与轮岗实践等多项举
措，梯次培养出一批临床医学

知识和公共卫生知识“双强”
的卫生人才，使“预防胜于治
疗”的理念真正转化为群众身
边的生动实践。

未来，区人大常委会将继
续秉持人民至上的原则，进一
步拓宽沟通渠道，收集梳理相
关意见建议，细化调研督查报
告，以问题式监督、推动式监
督、支持式监督助推基层卫生
服务高质量发展，实现医疗服
务“零距离”，确保群众就医
体验更舒心。

察民情办实事 民生实事监督有力度

聚民智广纳言 专业代表小组履职有深度

□ 高国华 蒋银 记者 史莲寅

听民声挖症结 重点建议督办有效度

预防为先，医疗护航，健康有保障。近年来，区人大
常委会高度重视医疗这一群众最关心关注的民生工程，依
法履职精准监督，有力推动我区在全省率先构建“疾控—
医院”医防联合体，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的根本转变，探索形成贯穿“防、医、康、
养、护、健”的全链条医防融合一体化的“武进模式”。

本报讯（记者 钱志益）近年
来，我区抢抓智慧农业发展机遇，
深入推进“互联网 +”现代农业
融合发展，将数字化建设与乡村
振兴深度融合，全面助力农业增
产、增效、提质。

走进位于洛阳镇的常洛果品
专业合作社，这里看似平平无奇，
其实是一座“数字果园”。总投资
100多万元，合作社对 126亩大
棚实施了电气化改造，在 App
上就能实现远程操控。同时，通
过融合 5G网络、人工智能、物
联网传感器、智能虫情识别及数
据可视化等多种先进技术，构建
果品全产业链数字化管理平台，
大大提高了果园的管理效率和精
准度。

常洛果品是我区智慧农业发
展的一个生动范例。在原有农机、
畜禽、生态、三资管理等系统基
础上，我区逐步推广种植业智能
管理、“数字化 +精准化”农安
监管、渔业智能化监管，以示范
点带动全区农业智能化、数字化、
自动化生产。同时，建设智慧畜
禽养殖管理平台、宅基地综合管
理信息系统、农村三资三化平台、
农产品质量安全智慧监管平台
等，构建农业监管服务一张网。

“扫二维码，就能看到大米原
产地信息，何时施肥、打药都清
清楚楚。”雪堰镇漕桥夏庄食品加
工厂内，工作人员正在批量激活
数字化合格证标签。负责人承敏
告诉记者，传统的合格证标签需
要耗费人力粘贴，而且因为色彩、
尺寸是固定的，经常会出现与产
品包装不匹配的情况。现在选用
数字化合格证标签，通过农安溯
源 App绑定后就可以批量激活，
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让源头信
息更加公开透明。

据悉，目前我区规模设施农
业物联网应用占比超 40.24%，位
居全省前列。我区还先后获评
“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水平
评价先进县”“全国县域农业农
村信息化发展先进县”等，并建
成省内唯一的农业农村部数字农
业试点项目。未来，我区将进一
步探索数字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打造数字连接新引擎，夯实农业
产业数字化发展根基。

本报讯（记者 吴梦婷）
近日，湖塘镇半夜浜水生态
修复工程传来好消息，经过
一系列科学、系统的治理，
半夜浜水质得到显著改善，
周边环境有效提升。

昨天下午 200，阳光
正好，来到武进市民广场，
整治一新的半夜浜似一条玉
带，蜿蜒流淌，一幅“水
清、河畅、岸绿、景美”的
“河美”画卷跃然眼前。
“这水原来黑乎乎的，现在
很清澈，边上的绿化也赏心
悦目。”家住附近的市民刘
仁余茶余饭后经常来市民广
场散步，看到生态环境改善
了，他十分开心。

据了解，半夜浜南起战
斗河、北至里底河，河道全
长 2.57公里。其水质一度不
稳定，尤其雨后经常成为周

边居民投诉的焦点。为彻底
改善这一状况，今年 5 月，
区水利局启动半夜浜水生态
修复工程，主要围绕生态修
复、活水补水、长效管理等
方面展开整治提升：新建生物
净化廊道、点源净化装置、微
孔曝气装置等生态设施，有
效提升水体的自净能力；种

植大量沉水植物和浮叶植物，
投放底栖动物和浮游枝角类
动物，通过生物多样性的增
加，进一步改善水质。“经过修
复，河道自净能力和生态稳定
性大幅提升，目前水质稳定达
到V类水以上。”区水利综合
管理服务中心湖塘分中心工
程员张星介绍。

数字融合让农业有“智”更有“质”湖塘镇：
多维度提升水环境 绘就水韵新画卷

半夜浜 徐晶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