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旦刚过，河南省民间工
艺美术大师、罗山皮影艺人李
世宏就在他家门前稻场上搭
起戏台，邀请朋友们到罗山县
周党镇龙镇罗洼来看原汁原
味的罗山皮影戏。

这次的演出完全按照过去
农村演皮影戏的形式， 不用现
代的声光电， 就在露天稻场演
出。 村民们和各地赶来的朋友
300

多人体验了打糍粑、煮大锅
饭、炖大盆菜、集体吃饭……

然后席地而坐观看皮影。

2016

年，是李世宏学艺满
30

周年。“以前演皮影是出于
喜爱，现在感觉到传承和保护
民间艺术是我的责任和使命，

无论以后这条路多艰难，我都
要走下去。”李世宏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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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难题的“息县式”解决

“先报销后付费”破解“看病难看病贵”

本报讯（记者时秀敏裴娅晖）

2015

年
12

月
20

日，陈棚乡街村陈
平平二次剖宫产住进了息县人民
医院，只交了自费部分

1080

元，孩
子就健健康康地出生了。 而

7

年
前，她在务工地温州剖宫产下第一
个孩子时，花费上万元。

和陈平平一样，如今越来越多
的息县农民选择在家乡就医。群众
县内就诊率从

2011

年的
70.73%

提高到如今的
85.76%

。

“花的钱少，报销比例还高，特
别是先报销后交费，很方便，也让
老百姓看病不作难！ ”谈起留在家
乡就医的原因，陈平平一语破的。

看病能够先报销，过去想都不
敢想的事儿，如今在息县成为新农
合病人的共同福祉。而息县医改的
这一最大亮点并非平地惊雷。

“医改是世界性难题。 作为农
业大县、财政穷县和外出务工人口

大县，息县的医改从政府购买公共
卫生服务，到综合支付改革，再到
协作医疗，是一个不断探索、持续
提升的漫长过程。 ”谈起医改，息县
人民政府县长赵君峰如数家珍，

“每一步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为了切实便民利民，让群众得
实惠、卫生得发展、政府得民心。 ”

息县卫计委合管办主任李煜
向记者这样解读先报销后付费：看
病由按项目付费改为按病种打包
付费，以县级医院治疗单纯性急性
阑尾炎为例，息县新农合确定的

A

路径打包费用为
2900

元， 新农合
补偿

2000

元，自费
900

元。这组简
单的数字背后， 包含三层含义：一
是治好这个病，不管医院花了多少
钱，农合办只补偿给医院

2000

元；

二是病人只需交自费部分
900

元；

三是病人病情稳定后，若愿回乡镇
卫生院或村卫生室康复治疗，不用

再交任何费用，且继续使用
A

路径
治疗方案，县级医院的医生会跟踪
问效，直至病人完全康复。

息县杨店乡朱鹤村农民徐培
俭的儿子徐成建因车祸造成脑部
受伤，肇事方没有赔偿能力，新农合
先行垫付封顶线

20

万元，把徐成建
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 对先报销后
付费，徐培俭感触最深：“小病小灾，

自己垫付还行，可遇到大病，动不动
数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的花费， 让俺
老百姓先垫后报，不知道耽误了多
少病人的治疗。要不是先报销后交
钱，俺儿说不定也早没了！ ”

支付方式的改变，无疑一下子
降低了老百姓看病的门槛。

5

年间，

息县还拿出了
3

亿元补贴医院建
设，减少医院趋利行为，节约新农
合资金，从而提高了新农合的报销
额度，使各级医院的报销比例远远
高于周边县区。

除了看病门槛低了，群众还能
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了。

“过去是防止过度医疗、 过度
用药， 现在我们要监管‘缩水服
务’， 防止不规范行为进入临床路
径，医疗服务质量、临床治愈率都
明显提高了，医患关系更加和谐。 ”

息县卫计委主任任仲宝说。

一直以来，基层医院受患者诟
病的是医疗服务质量。如今，息县在
打包支付基础上开展的协作医疗，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一
级医院甚至三甲医院专家的服务，

老百姓看病便宜了、便捷了，“小病
扛、大病拖”的现象已成为历史。

2015

年
4

月
2

日， 在全国农

村基层卫生工作会议上， 息县作
为全国唯一的县级代表作经验介
绍。 息县医改的成功经验，更被世
卫组织赞誉为农村卫生界的“小
岗村”模式。

“息县医改的整体框架搭建起
来了，‘血肉’也日渐丰满，缓解了
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息县
县委书记金平信心满怀，“下一步，

我们要进一步疏通‘毛细血管’，让
医改从头到脚都活力四射，让医改
难题的‘息县式’解决越来越好，让
全县人民共同如期奔小康！ ”

（息县医改详情请关注今日
04

版《息县探寻医改的“小岗村”模式
之路》）

安 置 小 区 里 的 新 气 象

“俺在平房里住了大半辈子
了，没想到老了还能住进这宽敞明
亮的楼房里！ ”昨日上午，虽然天下
着小雨，家住羊山新区高庙安置小
区的付长安老人仍然坚持在小区
里散步，上个月刚刚乔迁新居的他
拉着记者的手，迫不及待地邀请我
们去他的新家做客。

记者走进新房， 着实吃了一
惊：宽敞明亮的三室两厅，简约的
装修风格，落地飘窗、南北双阳台，

最新款式的家具家电，这根本就是
开发商出售的商品房，哪里还是记
者想象中安置房的样子。

“赶上好政策了， 以前我和老
伴住的是自建的平房， 卫生条件

差，交通还特别不方便，一到下雨
天，门口的泥巴路根本没法走！ 如
今这新房

24

小时通水电， 出行也
方便了。 昨天家在邻乡的亲戚过
来，看到我这环境，很羡慕哟

!

”年逾
七十的付长安高兴地对记者说，

“买这
110

平方米的房子加上装修
才十多万元！ ”

付长安和老伴原先是羊山新
区龙飞山办事处高庙村村民，为配
合全市重点建设项目———信阳国
际家居产业小镇的开发建设而搬
迁安置至此。

“老百姓迫切需要改善居住环
境，靠自己的力量又比较有限，只能
靠党和政府。 安置小区建设这件事
得民心，符合居民的切身利益，老百
姓乐意搬迁安置。 ”龙飞山办事处人

大工委主任周清国告诉记者。

去年此时，记者曾来过高庙安
置小区，彼时的这里，只有几栋楼
房初建成型， 四处都是土方和建
材。 仅仅过了一年，这里就建成了
23

栋高标准的安置楼，可安排
698

户拆迁户入住。 “现在已有
80

多户
入住了，开春后，小区北面的景观
河和健身小广场也将建成。 ”周清
国告诉记者。

“如今， 安置小区已经成为羊
山新区的一景了，既有徽派风格的
仓房小区、 英伦格调的顾岗小区，

还有欧式田园风格的二十里河高
庙片区等。 ”羊山新区安置办主任
崔友坤告诉记者，这些花园式小区
区位优越、户型实用、配套完善、环
境优美，完全可以和我市的高档商

住小区媲美。

据悉，截至去年
11

月底，羊山
新区已完成安置小区规划设计建筑
面积超

254

万平方米， 建设安置主
体楼

357

栋（含在建），住房
11823

套（含联建房），建筑面积约
151.61

万平方米，安置群众
8916

户。

2016

年，羊山新区已走过建设
发展的第

12

个年头，而在新区筹建
之初就同步启动的拆迁安置工作同
样走过了

12

个春秋。 时至今日，羊
山新区先后成立了

18

个安置小区

项目部， 规划建设了
25

个安置小
区，总占地面积

3513

亩，有效解决
了拆迁群众的住房问题， 为新区的
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安置不止于安置， 一个个安
置小区的崛起是迅速的，但让搬迁
群众住得舒心、安居乐业才是最终
的目的。 ”记者每次来到安置小区，

听到羊山新区建设者们说的最多
的就是这句话。 这是新区人的信
心，更是新区人对群众和子孙后代
的承诺。

记者 在基层

看

变化

话

发展

□

本报记者赵雪峰李海

105岁，有了新户口

“王奶奶注销多年的户口派
出所又给上上啦。 ”“ 可不是，前
天派出所给她送证时，我还亲眼
看到了呢！ ”昨日，在光山县白雀
园镇，一提起给王秀珍老人重新
上户籍的事，左邻右舍的乡亲都
在热议着，点赞着。

这位老人名叫王秀珍，是白
雀园镇陈集村人，

1911

年
6

月
16

日出生，今年
105

岁。 去年
12

月底的一天上午，光山县公安局
白雀园派出所所长方军和两名
民警来到这个村进行治安巡防，

方军在与老人攀谈中得知，老
人上百岁了， 却没有享受到国
家的任何补贴。 问其原因，王奶
奶说不清楚。 方军带着疑问找
回了在茶园里干活的王奶奶儿
子陈式训， 让他拿出家中的户
口本和身份证，户口本上没有老
人的姓名，陈式训也说不明白为
什么。 于是，方军联系上了该村

党支部书记程道志，在电话里得
知，在国家征收提留的年代，因
她家当时经济困难， 交不起提
留款，村里就去派出所把老人的
户口给注销了， 可以不缴提留。

提留款的这项任务取消后，老人
也八九十岁啦，一直没有去申请
报户口。

老人没户口的原因查清了，

方军立即采取特事特办的方法，

当场给老人拍了身份证照片，安
排户籍警及时组织有关材料，以
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给老人
办理户口和身份证。

王秀珍今年虽然
105

岁了，

但生活仍然还能自理， 其
68

岁
的儿子陈式训陪伴照料。 派出所
为她上户籍、办身份证的消息很
快传到白雀园镇镇政府，该镇镇
长邓勇带着派出所和民政所的
相关同志来到王奶奶家核实情
况后，给老人送去了米、面、火腿
肠等物品， 并开始每月给她发
200

元的生活补助。

传统粉条加工

助淮滨农民脱贫

本报讯（记者韩浩通讯员
吴晓睿）“你别小看俺这红薯粉，

9

亩多红薯可加工细粉
7000

多斤，

年收入六七万元。 ”

1

月
5

日，淮
滨县新里镇云坡村村民程伟一边
忙着整饬粉条， 一边喜不自禁地
向记者介绍。入冬以后，他就没闲
过，挖红薯、打粉、下粉、晒粉、卖
粉，忙得不亦乐乎。

红薯种植与加工在淮滨县新
里镇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基
础，“新里粉条”享誉县内外，装箱
成为礼品，上架各大超市，成为农
民增收脱贫的重要产业。

“咱靠的是生态绿色无公害，

销路没问题。北京、天津、上海、浙
江、安徽都是我们传统销售市场，

每年都有很多客商上门订货。”淮
滨县新曙光红薯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董超说。 新曙光合作社是新里
镇做足红薯产业的一个典型，拥
有社员

400

多户， 全社种植红薯
2

万余亩，注册红薯粉条、粉皮、

粉丝、 薯片等品牌
4

个， 利用粉
渣、红薯秸秆养殖肉牛

200

多头，

年产值
6000

多万元。

“打响特色品牌，依靠传统产
业，扶持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促进
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脱贫一直是
我们努力的方向。 ”新里镇镇长简
宏伟说。 目前，该镇有红薯种植合
作社

5

个，红薯加工厂
8

个，肉牛
养殖场

7

个， 全镇
19

个行政村
1500

多户村民种植红薯， 面积
3

万多亩，年产值上亿元，农民可支
配收益

6000

元，年脱贫人数
800

多人。

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

稻 场 上 看 皮 影

本报记者郝光文
/

图

“我助民富民助我”

——记
2015

年度河南省“十大‘三农’

新闻人物”候选人周兴伍

今年元旦假期， 河南黄国粮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兴伍的
心情就像晴好的天气一样———爽
朗。 这不仅因为他是我市唯一入
选

2015

年度河南省“十大‘三农’

新闻人物”候选人，而且因为该公
司每天收购农民卖粮和出售米粉
产品两项都达千吨以上， 产销两
旺。

1

月
2

日，周兴伍看着农民卖
粮排着长长的车队告诉记者：通
过订单农业让农民收入相对稳
定，公司产品原料也有了保证，真
是我助民富民助我啊。

成立公司———先富起来
潢川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

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今年
59

岁的
周兴伍，干过营业员，种过苎麻，

贩运过大米。 上世纪
80

年代末，

他白天在承包的百货店里搞经
营、 夜晚将组织好的大米运往郑
州。次日下午交货后赶火车、乘汽
车、骑摩托车又回到百货店。那段
时间， 他

1

年多都很少在床上休
息过，困极了就在车上打个盹儿。

他从贩运大米中坚定了一生
与“农” 字打交道的信念。

1991

年， 他贷款
7

万元买了两辆货车
跑运输，

1995

年增加到
10

辆，同
年成立了“黄国粮贸有限公司”，

直到
2012

年更名为“河南黄国粮
业股份有限公司”。从公司的更名
中， 周兴伍也成功实现了由个体
粮贩到公司董事长的华丽转身：

2015

年企业销售收入达
7

亿元、

纳税
7000

万元。

成立合作社———带动民富
提到周兴伍和黄国粮业，该

县隆古乡王庄村村民黄承海讲了
一段好故事： 我家种了

20

多亩
田，几年来一直与“黄国粮业”签
订种粮合同， 仅种植糯稻亩产达
到

550

公斤，年收入
4

万多元。

黄承海仅是该公司“订单农
业”的受益农户之一。

在该公司的“黄国粮业订单

农业办公室和瑞田糯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记者见到了该社理事长
陈修平。 他说，该公司从

2012

年
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潢
川及周边县区流转承包农村土地
3

万多亩， 合作社实行包种子供
应、包技术指导、包统一收购，不
仅解决了农民卖粮难， 而且让农
民得到实惠，实现“双赢”。 目前，

该公司已签订
2016

年度“订单农
业”

4000

多亩。

人是有感情的高级动物。 周
兴伍让农民得到实惠、 农民也愿
到该公司创业。近年，该公司每年
招收工人

1000

多人，其中
90%

以
上是周边的农民。每到重大节日，

该公司还对工人实行免费就餐。

今年元旦那天晚上， 记者在该公
司职工餐厅看到， 工人们自备酒
水，互祝新年，其乐融融……

成立联盟———实现多赢
站得高，看得远；步子稳，行

致远。 当看到周兴伍早晨
7

点多
就在厂区查看的时候， 当听到周
兴伍无意间与职工互打招呼的时
候， 记者感到他早已与企业融为
一体了。

在该公司的宣传条幅上，“同
心、同德、同赢；有情、有义、有利”

的
12

字经营理念格外醒目。这是
追求多赢的前提。

10

多年来，该
公司带动全县

10

万户农民种植
糯稻增收致富， 累计为社会公益
事业捐资

600

多万元。 该公司不
仅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
头企业，“黄国牌”商标荣获“中国
驰名商标”， 周兴伍本人也荣获
“河南省劳动模范”称号。

2013

年， 由该公司牵头，中
国农科院及郑州“思念”集团等

２９

家科研单位和食品企业成立全国
唯一的“国家稻米精深加工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近年来，该
公司还承担了国家级和省级科研
项目

１２

个，主持制定的《白糯米
粉河南地方标准》、《汤圆用白糯
米粉国家粮食行业标准》，填补了
糯米粉产品标准体系的空白。

□

本报记者段黎明

07

版

▲ ▲

□

本报记者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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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亮点回眸
�

“十三五”精彩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