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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美人旺生活美
11 月 8 日，“和美乡村行”

大型采访宣传活动记者团走进
冯湾村，虽已是隆冬时节，但温
室大棚里蔬菜、瓜果长势正旺，
宽敞明亮的小洋楼鳞次栉比，
平坦的柏油路户户直通，清洁
的天然气取代了燃煤，村民的
幸福感溢于言表。

“当年我嫁到村里的时候，
村里还是平房，村道也是土路，
现在路修好了，家家都盖了楼
房，家家户户通了自来水、宽带
和天然气，自从通了天然气之
后，做饭再也不用生炉子劈柴
了，现在下班回家做饭既干净
还节省时间，空闲的时间还可
以去村里修的小广场跳跳舞，
逢年过节我们还会编排一些文
娱节目，家家日子都有了奔
头。”村民金红芬高兴的心情溢
于言表。

记者看到，在村里的文化
科技广场上，和美乡村示范点
标志分外醒目，清廉文化长廊
一字排开，闲暇的村民带着孩
子在暖阳下闲聊，“今年，我们
把和美乡村建设作为开展主题
教育的有效抓手，通过学习借
鉴浙江‘千万工程’实践经验，
创建和美乡村，使村庄环境持
续优化，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三亮三比’活动，对通村道
路进行整体整修，对村内河道
护栏、休憩凉亭、外墙立面、绿
化带、产业路等进行全面整治，
整治河道2600米，实施卫生改
厕 619 户，天然气和清洁能源
588 户，并接通宽带 624 户、实
现了4G信号全覆盖，全村栽植
苗木 16000 余株，村庄绿化率

达 30%以上，营造干净舒适人
居环境。”冯湾村党总支书记冯
人民向记者介绍。

村民腰包鼓了起来
位于宛川河下游的榆中县

和 平 镇 冯 湾 村 ，现 有 964 户
3240 人，耕地 3055 亩，是全县
土地资源最富饶的地方。冯湾
村立足土地资源优势，打造以无
公害高原夏菜为主导的优势产
业，建成了1406亩的国家级蔬
菜标准园，率先实行“尾菜”治理
堆肥、沤肥技术，农业综合效益
全面提升，全村 95%以上的农
民通过种植实现增收致富。

冯湾村有个特点，就是不
分春种秋收，村民一年基本没
有农闲的概念，“我们掌握了高
原夏菜市场行情，这个大棚主要

种植黄瓜，我们把黄瓜分不同时
期栽上，这些黄瓜秧子因种植的
时差区分，可以保证这个大棚一
直有黄瓜供采摘。”种植户王玉
林告诉记者，“以前露天种植蔬
菜，基本靠天吃饭，6亩地一年
到头年收入不到1万元，如今承
包了大棚，一年下来纯收入就能
达到近20万元，今年我承包的
6 个温室大棚，用来种植西红
柿、水果、黄瓜，估计到月底就可
以上市。以后我还要增加大棚
承包数量，让更多兰州市民吃上
无公害蔬菜。”

面对乡村振兴重大机遇，
冯湾村积极推进“三链”建设，
先后成立 5 家村办股份制企
业，以“村企合一”模式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目前，宏丰农业
整合闲置土地1100余亩，发展

特色种植、规模养殖、观光产
业，年度创收突破100万元；宏
立工贸主要经营宾馆、运输、建
筑、建材等多个行业，固定资产
已达 2000 万元，年度创收 90
余万元；万眼泉园林公墓设立
殡葬服务中心，年度创收80余
万元；成立不久的宏欣盛农业
主要发展蔬菜、瓜果、花卉等特
色设施农业，正在建设的温室
大棚、敷设灌溉管道，预计可增
收集体经济50余万元。

产业强，发展才有希望，冯
湾探索“一核多元”党建引领模
式，走出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
发展的新路子。结合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多渠道、多方式
盘活现有资产资源，成立村级
股份经济合作社，建立村干部
招引产业、包抓产业、服务产

业、做强产业工作机制，目前，
全村共有日光温室大棚、钢架
蔬 菜 大 棚 840 座 ，今 年 新 建
300 座，设施农业成为村级主
导产业，成为兰州市菜篮子工
程重要保供基地。“在发展集体
经济方面，冯湾村通过入股分
红、生产经营、租赁资产等方
式，组织规范运营，使入股分
红、生产经营、租赁资产收入分
别达到 0.8 万元、3.2 万元、18
万元以上。”冯湾村党总支书记
冯人民告诉记者。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
晨报记者 纪敏

产业旺了 生活美了
宜居宜业成就村民幸福路

“和美乡村行”大型采访宣传活动走进榆中县和平镇冯湾村

宽阔整洁的乡村道路，长势喜人的温室大棚蔬菜，热闹和谐的广场舞……如今的榆中县和平镇冯湾村的变化
书写在乡村的田间地头，镌刻在村民每一张笑脸上。

先后被评为市级文明村、省级文明村、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称号的冯湾村是远近有名的
富裕村，近年来，冯湾村通过建立村干部招引产业、包抓产业、服务产业、做强产业的工作机制，壮大村集体经济、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村容村貌，把村民件件“心头事”变成“放心事”，让村民富起来，村庄美起来，书写了一段
和美乡村“破茧蝶变”的故事，激活了乡村振兴的“幸福密码”。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欧阳海杰）全省 237 家二级
及以上医院建立预约诊疗制度，
检验结果互认项目扩展至 100
项，为患者节约费用达 6.7 亿元
……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着力
解决群众看病就医堵点难点，持
续改善患者就医感受，多措并举，
取得了良好效果。

目前，全省237家二级及以上
医院建立预约诊疗制度，省、市、县
三级公立医院预约挂号比例分别
达到92%、75%、63%。累计建成
互联网医院23家，方便常见病多
发病线上复诊。5家省级医院设
立门诊 MDT 岗，提供“患者不动

医师动”的MDT服务。检查检验
结果互认项目扩展至100项，其中
临床检验结果互认增至50项、放
射结果增至25项、超声结果增至
25 项，互认的医院分别达 247、
266、284 家，累计为患者节约费
用达6.7亿元。

省级医疗机构“120”急救电话
开通率达到100%，平均急救响应
时间在15分钟以内，院前院内实时
交互信息系统搭建率达55%。推
进出入院全流程优化和服务质量
提升，所有省级医疗机构和78%的
市县级三级医院实现入院病区办
理、出入院一窗办理，床旁结算业务
实现率分别为63.6%、27.1%。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欧阳海杰）近年来，甘肃省卫
生健康委全面推进“互联网+医
疗健康”工作，着力提升医疗健
康服务普惠化、便捷化和智能化
水平，努力实现让健康医疗数据

“多跑路”，群众就医“少跑腿”，
走出了一条符合我省情实际的

“互联网+医疗健康”创新之路。
建成1个省级和14个市级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实体平台
建设率达 100%，全省 86 个县
均以虚拟化的方式搭建县域全
民健康信息平台，省市县三级
平台全部实现互联互通。全省
272 家二级（含）以上公立医

院、1768 所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15451 所村卫
生室接入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总体接入率 97%以上。全员人
口、健康档案、电子病历、检查
检验、卫生资源五大基础数据
库与基层云 HIS、妇幼健康管
理、慢病管理、公共卫生、免疫
规划、预约挂号和统计直报系
统等信息系统协同共享。各级
各类业务系统和医疗卫生机构
的“信息孤岛”被打通，汇聚成
跨机构、跨地区的医疗数据资
源，形成便民惠民服务信息互
通共享的新纽带。

建成1个省级、15个市级电

子健康卡卡管平台，省市县乡村
五级医疗机构实现电子健康卡
应用全覆盖，开展分时段预约诊
疗，实现医疗健康服务“一码通
用”。搭建“健康甘肃”服务平
台，在线开展预约挂号、诊间缴
费、生育登记、免疫规划、检验检
查、健康档案查询，看病就医“一
机通办”。全省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积极运用互联网、物联网、人
工智能、5G等信息技术，优化再
造医疗服务流程、推广自助服
务、开展智能导诊、人脸识别、预
约检查、药品配送、移动支付、诊
间结算、床旁结算等智能化应用
服务，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全省医院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扩展至100项

为患者节约费用达6.7亿元

数据“多跑路”，患者“少跑腿”
我省全面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整洁的村道整洁的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