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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区地税局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中，紧扣“学习教育、听
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整改落实、建
章立制”三个环节，全面部署，精心组织，确
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群众满意的实效，为
国聚财，为民收税，助推辖区经济社会发
展。

深化学习教育，突出“五学习”促提
升。重点围绕理想信念、群众观点、思想
方法、精神状态、执行能力等方面，强化
理论武装，打牢思想基础，切实解决好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
题。一要专心致志，学习理论知识。认
真开展专题学习讨论，牢固掌握群众观

点、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法，真正学有
所悟、学有所得、学以致用。二要躬身践
行，学习群众经验。时刻站在群众和纳
税人的立场上想问题、做决策、干工作，
学会换位思考，特别是对纳税人更要用
心服务，用心管理。三要树立标杆，学习
先进典型。要以焦裕禄等先进典型为标
杆，以先进事迹为镜子，认真学习他们忠
于党、忠于人民的坚定信念，认真学习他
们践行宗旨、心系群众的优秀品质，认真
学习他们恪尽职守、爱岗敬业的奉献精
神，认真学习他们严于律己、淡泊名利的
职业操守。四要突出特色，学习传统文
化。五要提高本领，学习业务技能。全

局同志要通过强化业务学习，进一步熟
悉本职业务，精通税收政策法规，掌握基
层实际，拓展工作思路，服务好纳税人，
以过硬的业务技能实现活动与工作两促
进、学习与整改双丰收。

强化问题查摆，突出“五聚焦”真“揭
短”。“五聚焦”即聚焦理想信念查摆问
题，聚焦“四风”之害查摆问题，聚焦群众
需求查摆问题，聚焦制度规定查摆问题，
聚焦工作差距查摆问题。要采取群众
提、自己找、上级点、互相帮、集体议等方
式，通过民主生活会、民评委员会等多种
平台，开展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诚恳的相
互批评，触及思想和灵魂。要讲真话、讲

实话，体现“认真”二字，真正使批评与自
我批评达到“红红脸、出出汗、排排毒”的
作用，努力取得“团结—批评—团结”的
效果。

坚持立行立改，突出“五抓好”促整
改。要在认真学习、广泛征求意见、深入
查摆问题的基础上，坚持边学边改、边查
边改、边建边改。要科学制订整改方案，
明确时间表、责任人，并在一定范围内公
开，接受下级和群众监督。要抓好个性问
题，突出正风肃纪整改质量，在征求意见、
查摆问题过程中，对每个人、每个单位应
当改正的单一性、突发性、片面性问题，不
等不靠，努力从根本上落实整改。全局要

下发征求内外部意见表，设立举报箱，随
时接受群众监督和评议。要全程跟踪活
动整改落实情况，对共性问题通过制度加
以约束和管理，真正做到规范操作，按规
矩运行。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没有
“休止符”，加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西
工区地税局局长李五亮强调，将按照上级
要求，在督导组的指导帮助下，发扬整风精
神，强化政治责任，争当先锋表率，认真组
织开展好教育实践活动，努力推动作风建
设取得明显成效，为圆满完成税收任务提
供坚实保证。

（秦霖 王玉东 刘欣华）

西工区地税局：紧扣关键环节 扎实推进教育实践活动

高新区在各乡镇卫生院对村卫生室实行行
政、人员、业务、药械、财务、绩效考核“六统一”
管理基础上，重点加强了村卫生室“三统一”管
理，即由乡镇卫生院集中网上采购和供应药品，
实现药品、药价统一；按照村卫生室功能定位，
制定制度，出台流程，实现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
流程统一；由洛阳市环岭医疗废物处理厂每周

收集一次废物，实现医疗废物处理统一。
高新区在加强村卫生室日常管理的同

时，每年还聘请医疗专家对全体乡村医生进
行知识培训，不断提高乡村医生队伍的素
质。高新区还多次会同各成员单位组织开展
了村卫生室医疗安全专项整治和打击“非法
行医”活动，防止辖区内的黑诊所死灰复燃。

强化医疗监管 规范服务行为

高新区全面推行农村卫生工作一体化管理
核心提示

农村医疗卫生系统是公共卫生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预防传染病传播、宣传普及公共卫生知
识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农村医疗卫生系
统也是公共卫生体系最薄弱的环节，在
发展中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洛阳高新区把搞好农村卫生工作
当作关系社会稳定、百姓健康的大事来
抓，注重调查研究，创新发展思路，全面
推行农村卫生工作一体化管理，探索出
一条适合本地发展的乡村医疗新路子。

近日，记者在高新区采访时了解到，该

区始终把农村卫生工作列入区、乡两级党委

政府工作的主要内容，加大财政和政策支持

力度，深入探索、大胆创新，推行以标准化村

卫生室为突破口的农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

理，推进农村卫生管理体制改革。

在高新区，农村医疗卫生基本上实现了

公平可及，切实让广大农民享受到医改成

果，感受到医改带来的实惠，百姓的满意度

大大提高。

设置标准化卫生室 2011年以来，高新
区全面推行农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严格
控制村级卫生室的数量，坚持集体办医，对以
家代室、明合暗分的村级卫生室进行整合，全
区29个行政村共设置29个标准化卫生室，全
部实现了一村一室。

高标准建设 该区结合新医改要求，自
筹资金 200 万元，全面加强村级卫生室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了村级卫生室“三统一”，即
统一图纸、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目前全区村
级卫生室均达到“六室分开”的要求。高新
区多方筹措资金 60 余万元，为每个村级卫

生室配备了电脑、电视、办公桌椅，添置了诊
断床、观察床、消毒灯、冰箱等医疗设备。

合理配置乡村医生 该区根据各行政村
所辖户籍人口，从具有乡村医生执业资格、
年龄在 65 周岁以下的乡村医生中精选 38
名，合理分配至 29 个村卫生室，以满足群
众的就医需求。

该区根据辖区内乡村医生执业情况，编
制了乡村医生队伍建设规划，建立了乡村
医生后备人才库，选派人员定向培养，对考
取执业助理医师以上人员，及时补充到村
卫生室，提高村卫生室的诊疗水平。

科学设置，合理配备，切实加强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

在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中，高
新区推行合约化管理，一体化服务，即
以合同形式，明确乡村两级卫生机构在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方
面的职责、任务和权利，实行“上下联
动、业务合作、乡村一体、考核挂钩”的
管理模式，有力地推进了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的实施。目前，全区居民
规范化电子建档率达90%，老年人体检
率 85%，儿童和孕产妇管理率超过
90%，预防接种率超过98%。

强化业务管理，提升工作水平
为加强村卫生室管理指导，规范村卫
生室的职能和职责，高新区结合自身
实际，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和项
目进行再细化，职责进行再明确，如居
民健康档案、慢病管理、重性精神病管
理主要由村卫生室负责，乡镇卫生院
主要负责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定期考
核；老年健康管理、儿童健康管理、孕
产妇健康管理、预防接种、卫生监督协
管主要是由乡镇卫生院管理，村卫生
室负责信息统计上报等，确保了基本

公共卫生工作落到实处。
加强督导与配合 高新区要求乡镇

卫生院每半月对村卫生室督导一次，实
行一月一培训，并将督导、培训情况纳
入绩效考核。乡镇卫生院充分发挥前
沿阵地作用，当好宣传员、协调员，提高
辖区群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知晓率，
为更好推进农村卫生工作奠定了坚实
基础。

严格绩效考核，实行奖优罚劣 高
新区建立了政府购买服务和多渠道补
偿激励机制，根据村卫生室开展的公共
卫生项目、一般诊疗、基本药物制度等，
按标准进行合理补助。对乡村医生在
农村预防保健、公共卫生以及突发事件
处理中成绩突出的，给予表彰和奖励。
反之，对工作开展不力、服务不到位的
村卫生室进行通报批评和经济处罚。

随着高新区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
的实施，乡村医生服务行为不断得到
规范，乡村卫生管理和服务水平全面
提升。

本报记者 韩黎芳 通讯员 童俊英

共同管理，服务一体，
促进农村卫生工作健康发展

加强监管，规范行为，不断提高一体化管理水平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上接02版）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

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
票？”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
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
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
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
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又建议县
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
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

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

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
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
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
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
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
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
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
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
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
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
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
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
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
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
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
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
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
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县委的同志们劝他
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
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
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
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
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
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
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
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
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
来三剂，强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
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
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
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
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

“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
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

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
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
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
说不出来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
子，说：“说，往下说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兰考人民的除“三
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
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
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
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
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
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
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
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
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
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
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
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
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
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
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
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
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
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
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象一位
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
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
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
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
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
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
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
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当他回
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
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
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在这位钢铁般
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
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
站在病床前诊察，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

那是个多么阴冷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
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
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
志，决不相信这个诊断，人象傻了似的，一连
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说：“你赶紧送他
回去，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赵文选呆了一下，突然放声痛哭起来。
他央告着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
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
不开他呀！”

在场的人都含着泪。医生说：
“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

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
题，不过，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我们医务
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
争的那种革命精神，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峰。”

这样，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
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
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
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
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
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
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
干部说：

“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
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
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
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他那
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
深情地望着他时，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
颗滚了下来。

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
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张钦

礼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
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
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
计更快一些。

这时候，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
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
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
晌，问张钦礼：

“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张钦礼最后不

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

道：“呵，那我明白了……。”
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

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张钦礼，然后说道：“钦
礼同志，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
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
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
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
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
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
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
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
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
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
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共河南省委和
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
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
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
交给我的……任务。”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
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事隔一年以后，一九六五年的春天，兰考

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
的坟前。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就仿
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
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

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
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
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
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
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
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
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
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

“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
下中农中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
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
呵！谁能够想到，象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
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
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
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
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
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
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亲人、自己的阶级
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
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
党员，全体人民，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
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
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
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一九
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全县二千五百
七十四个生产队，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油料
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还有了自
己的储备粮。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
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
天，刮了七十二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
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
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
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
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
这是一篇人颜欢笑的文章，是一篇闪烁着毛
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兰考
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注），
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人老几
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
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
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
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
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
他带给兰考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灯，愈来
愈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
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
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
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
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
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
大自然的开始，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
的斗争中，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
而且决心不断革命，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
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逐步实现“上纲
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要求），

“过长江”，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

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
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
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
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
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
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
千万人的心里！

（注）这是焦裕禄生前总结兰考人民治沙
经验说过的两句话。“贴了膏药”是指用翻淤
压沙的办法把沙丘封住；“扎了针”是指在沙
丘上种上树，把沙丘固定住。
（原文刊于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