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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上午，嵩县公安局大坪派出所所长闫颖
慧和协警赶了一个多小时山路，把一本崭新的户
口簿送到了大坪乡楼上村村民郭小军家。

“常住人口登记卡，姓名……”看到7岁的女
儿终于有了户口，郭小军和爱人洛桑珍捧起户口
簿，一字一顿地念了好几遍。一个10岁的男孩凑
了上去，盯着户口簿，很是羡慕。猜到了孩子的心
思，闫颖慧对他说：“别急，你和你妈妈的户口很快
也能解决。”

在郭小军家，除了他，其他三人都没户口，其
中原因要回溯到10年前。

2009年，29岁的郭小军在外打工时，收留了一
个流浪的藏族女子，对方还带着一个男婴。女子不
识字，只说自己35岁，来自西藏日喀则，叫洛桑珍

（音译），家人都联系不上了。郭小军见母子俩可
怜，自己也单身，就把他们带回了嵩县老家。

10年间，郭小军和洛桑珍一直生活在大山深处
的楼上村，平时种地、养牛，2012年，他们还生了一
个女儿。但是，因没身份证和户口，洛桑珍和郭小军
至今没领结婚证，两个孩子也上不了户口。

郭小军最初觉得，他们生活在山里，即便没户
口也不影响生活，但后来麻烦接踵而至。

2016 年，郭小军的女儿患肾积水住院，因
没户口交不了新农合，7 万多元手术费只能全
部自己承担，他们当时借亲戚的钱到现在还没
还清。2017 年，郭小军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同样因没户口，他的家人没办法享受扶贫
政策。如今，两个孩子都已上小学，却一直没有
学籍。

今年8月，楼上村驻村扶贫工作队找到大坪派
出所，反映郭小军的家人没户口的问题。闫颖慧

了解情况后，第二天就来到郭小军家走访。
“洛桑珍提供的信息很有限，身份证号、家庭住

址、家人名字都说不清。”闫颖慧说，她把洛桑珍的
照片放进公安机关人像对比系统及被拐卖/失踪人
员信息系统中对比筛查，也没发现有效线索。

后来，闫颖慧想到了亲子鉴定。鉴定费共
6000多元，她把情况反映到大坪乡政府后，乡政
府解决了其中5000元，剩下的1000多元她自掏
腰包也给解决了。

今年8月底，闫颖慧准备好厚厚一沓证明材
料，带郭小军一家来到嵩县妇幼保健院采集血
样。不久前，郭小军和女儿的亲子鉴定有了结果，
鉴定意见支持郭小军为其女儿的生物学父亲。很
快，郭小军就从嵩县妇幼保健院拿到了女儿的出
生医学证明，大坪派出所顺利给孩子上了户口。

“洛桑珍和她儿子的户口还要再等等。”闫颖
慧说，公安机关需要再次对比洛桑珍的身份信
息。接下来，如果亲子鉴定结果没问题，她儿子的
户口也能解决。

“压在我心里多年的烦心事，没想到让闫所长
给解决了。”郭小军说。

“有了户口以后，各种福利政策、医保、孩子的
学籍都不再是问题，你们的日子肯定能越过越
好。”听闫颖慧这么说，郭小军和洛桑珍笑得更开
心了。

本报记者 牛鹏远 通讯员 胡晓 文/图

贫困户郭小军的烦心事，解了！

初秋的宜阳，林茂气爽，洛河两岸，惠
风和畅。人们或漫步于绿荫小径，或流连
于锦簇花海，斑斓的花木、旖旎的水系，一
幅和谐美丽的城市生活画卷呈现在我们
面前。

“天蓝、地绿、水清、景美的宜居环境，
是居民的共同追求，也是我们的发展目
标。”宜阳县生态环境保护局负责人表示，
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气度、“不破楼
兰誓不还”的气魄，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人民群众共享绿色
发展成果，生活更加幸福。

呵护一河清水 绘就生态画卷
蓝风吹洛水，翩鸟携鱼行。宜阳县紧

紧抓住水污染防治这个“牛鼻子”，坚持生
态扩容和污染减排两手发力，全面打好碧
水保卫战。

洛河西段生态治理工程，是宜阳县近
年大手笔打造的城市重点景观工程建设
项目，目前项目即将竣工。而宜阳县城段
25 公里水系风景带，已经成为全域水系

“生态圈”的大动脉。两岸总长50公里的
22个游园广场，加上县城区内建成的52
个小游园，让群众“开窗见绿、出门进园”，
享受了惬意的生活环境。县城区绿化覆
盖面积达到 1012.3 公顷，绿地面积达
899.93 公顷，公共绿地面积达 201.16 公
顷，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 10.02 平方米，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86%。

大力推进污染减排。坚持全域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严格落实“河长制”，
启动对县城区域、乡镇现有合流制排水系
统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加快污水配套管网
建设和完善，提高污水收集率，建成韩城
镇 和 莲 庄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 持 续 推 进

“1518”水生态建设，全面消除中心城区
黑臭水体，构建了旱引涝排、上灌下补、内
连外通、丰蓄枯补的现代水网体系。

“水清岸绿、人水亲善”的理念深入
人心。加大水域污染防治力度，分段建
设垃圾收集点，营造良好的水源涵养和
动植物栖息环境，保证了“一河清水送洛
城”。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9月，洛河宜
阳段出境水质达标率88%，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水环境质量稳
中向好。

该县积极实施“五绿”工程建设，完成
造林绿化8.5万亩，植树612万株，绿化廊
道 176 公里，建设绿岛 2 个，发展林业产
业10万亩。实现生态修复和景观营造有
机结合，公园内既有适应性强、净水固土
能力佳的荷花，又有观赏价值高的银杏、
红枫等，吸引大批市民游客的到来，形成
了游憩体系和风景优美、生态稳定的湿地
景观。

保卫清朗天空“宜阳蓝”常呈现
前不久，宜阳晴朗湛蓝的高空，白色

羽毛般的浮云缓缓漂游着，市民纷纷拿起
手机晒起了“宜阳蓝”，丹青格外好、畔岸
水连天的美丽景象呈现在眼前。

“天然气用着真方便！”10月7日，宜
阳县红旗路居民赵建林满心欢喜地说。
宜阳县目前已完成电代煤、气代煤“双替
代”改造14100户。

该县围绕“控污”“控尘”“控车”“控
煤”“控油”等重点，强力开展大气污染防
治攻坚战，全县2200多家餐饮饭店完成
油烟净化设备安装，有效改善了城区环境
空气质量。今年以来，宜阳县优良天数达
到161天，位居全市前列。

城市清洁行动扎实推进。狠抓市容
卫生“治脏”，提升改造15条背街小巷，机
械化清扫率在85%以上。今年以来，宜阳
县共开展 46 次城市清洁行动，对 142 条
城市道路进行了清扫保洁，保洁里程156
公里，清理卫生死角1820处。

扬尘管控毫不放松。施工工地裸
露的黄土全部披上了土工布、达不到扬
尘整治标准的露天堆场一律停用整改，
督促施工企业完成200多辆商砼运输车
辆、130多辆渣土运输车防遗漏设施安装
和密闭工作，全面提高县区道路机械化作
业水平。

建设生态村庄 助力乡村振兴
美丽乡村建设，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
宜阳县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农村清
洁工程为载体，培育和打造了一批“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宜居
乡村。

香鹿山镇砖古窑村党支部书记陈治
国介绍，砖古窑村把改善农村环境整治作
为美丽乡村建设的切入点。实行垃圾“户
分类、村收集”集中处理和村组巷道、农户
门前责任制，打好环境整治和习惯养成

“组合拳”，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砖古窑村沿主干道路栽植了大叶女

贞、百日红等绿化苗木，绿化道路6公里，
主干道实现了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硬
化、拓宽村组道路 8 公里，铺设排污管
2000 米。“昔日‘出门泥巴路、污水四处
流、垃圾到处堆’的村庄，现在绿化、美化
全覆盖。”陈治国说。2018 年，砖古窑村
农民人均年纯收入6000元左右，村容整
洁、环境优美、收入增加，美丽乡村建设让
村民们尝到了甜头。

该县建立健全秸秆收储体系，秸秆返
田、秸秆清储、饲料化利用等，引导农户逐
步实现“三退三进”，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洛河沿线乡镇政府所在地污水管网
持续推进，3.2万座农村厕所实现无害化
改造，推进垃圾治理及污水管网覆盖，实
现全县 60%以上的乡镇、行政村垃圾分
类处理体系化运行。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宜阳县
以生态建设与环保为重点，打好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战，使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显著改
善，着力构筑生态保护屏障，建设宜居宜
业、和谐和美的幸福家园，让绿色成为城
市的底色、发展的原色。

（周伟星 唐石红）

宜阳县精心打造绿色宜居城市

生态“颜值”高 百姓更幸福
“烩菜做得真地道，简单好吃又管饱。”近日，宜阳

县张坞镇凹里村村委主任赵洪民家娶媳妇办喜事，村
里锣鼓队无偿敲锣打鼓助兴，亲友邻居一人一碗烩菜
吃酒席，现场喜庆又热闹。

“以前为了‘面子’，红白事‘饭不剩下不算饱，酒不
喝多不算好’，现在都按红白理事会定的标准办，经济
实惠还文明。”张坞镇凹里村党支部书记赵兵兵说。

理事会刚成立时，很多群众不理解，经过党员干部
带头执行制度，上门做思想工作后，一碗烩菜办喜事就在
村里慢慢‘流行’开了，一宗红白事能节约资金万把块钱。

随着张坞镇25个行政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制定出
台了《红白理事会制度》后，农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攀
比浪费不良风气得到遏制，婚事新办、丧事俭办的文明
新风尚正日益浓厚。“烩菜能逐渐成为农村婚丧嫁娶餐
桌上的新‘主角’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有了红白
理事制度的规范引导，移风易俗、节约办事的新风越来
越浓。”凹里村包村干部钱海伟说道。

与红白理事会一同成立的还有村规民约、道德评
议会、村民议事会、禁毒禁赌会，即“一约四会”。“四会”
会长由各村党支部书记担任，副会长及会员通过村民
代表大会推荐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等德高望重、热
心服务、办事公道的人员担任，大力整治农村黄赌毒、
封建迷信等问题，引导破除陈规陋习。

张坞镇通过微信、印发倡议书及入户教育等形式
广泛宣传，还组织镇村干部、群众、学生分批次到家风
家训馆进行参观，认真感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历代名人
贤人家风家训传承魅力，并结合文明家庭、最美家庭、
道德模范、新风人物、孝道人物的评比活动，选树一批
先进家庭、先进个人作为典型，让身边人现身说法，让

“一约四会”深入人心。
为倡导娱乐新风尚，张坞镇以“快乐星期天”活动

为载体，通过开展“苏羊竹马”“威风锣鼓”“戏曲连唱”
等文艺表演，在传统节假日举行广场舞、拔河、篮球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比赛，鼓励村民用文明健康的形
式欢度节日，引导形成良好村风民风。 （李信）

一碗烩菜倡新风

今年以来，宜阳县城关镇加大
人居环境整治力度，通过道路整修、
立面改造、河渠疏通、水系净化、植
绿添景、亮化提升等措施，着力打造
环境美好型示范社区，让老街焕发
新容颜，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

田义伟 摄

老街展新颜
提升幸福感

7日，秋高气爽、艳阳高照，位于宜阳县三乡镇的
汉山（洛阳）老年安养基地试运营。

汉山（洛阳）老年安养基地项目分三期建设运营，
一期养老公寓及功能配套共17栋，包括养老公寓、医
院、健康管理中心、老年文体娱乐中心及运动健康配套
等；二期为温泉窑洞及独立式养老公寓；三期智慧化老
年住宅占地500亩。

汉山（洛阳）老年安养基地突出汉唐文化及“养老、
养生、养心、养性”的主题，打造“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的综合性安养服务基地，将为当地提供千余个就业
岗位。 （冯荣国）

汉山（洛阳）老年安养基地试运营

郭
小
军
拿
到
了
新
的
户
口
簿

我市已建成涵盖市、县、乡、村四级医疗机构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

推广“互联网+医疗健康”
让优质医疗资源“进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着
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
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日前召开的全市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市委书
记李亚强调，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必须发
挥主导作用，落实领导责任、保障责任、管理责任、监
督责任，通过多种方式为人民提供服务，实现基本医
疗卫生服务均等化、全覆盖。

近年，随着经济发展、政府保障能力增强、医疗
技术不断提高，我市积极推广“互联网+医疗健康”
应用，逐步扩大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标
准，让城乡百姓共享优质医疗资源。

9月27日，汝阳县刘店镇红里村村民闫五京来
到村卫生室，患有中度高血压的他，大约每隔半个
月，就会来这里找专家说说病情。不过，给闫五京看
病的专家，并不在村卫生室坐诊。

“他们在市区，通过网络给我们看病。”对于这种
看病方式，55岁的闫五京已是轻车熟路。他在卫生
室的电脑前坐定，村医王建政用鼠标轻击桌面图标，
与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连接的远程诊疗系统
随即启动，当天坐诊的医生全部显示在电脑页面上。

“礼医生在，说吧！”王建政轻点鼠标，河南科技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师礼萍出现在屏幕上。仔
细与闫五京沟通病情后，礼萍给出了服药建议，整个
过程耗时约20分钟。“以前想找市区大医院的专家看
病，得凌晨4点起床赶路，现在出门走几步路就能实
现，还没有挂号费、诊疗费。”闫五京颇为感慨地说。

闫五京享受到的便利，得益于我市深入开展的
“互联网+医疗健康”便民惠民活动。作为今年的重
点民生实事之一，该项任务已圆满完成。目前，我市
已建成涵盖市、县、乡、村四级医疗机构的远程医疗
服务网络，实现全市 3100 个远程医疗服务点全覆
盖，借助远程医疗的优势，优质医疗资源打破空间限
制，“进村”为村民提供服务。

如今，汝阳县的远程医疗服
务已成为全省样本。全市卫生与
健康大会强调，要总结推广汝阳
县远程医疗经验，充分运用“互联
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加快推进
医疗信息化建设，让老百姓在家
门口享受优质医疗资源。要加强
从上至下的帮扶与支持，通过区
域医疗联合、对口支援、医师多点
执业等方式，推动大医院技术、人
才进基层。

崔丽莎、张鹏飞、王闯……在
红里村，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的这些专家早已是村民们的

“熟人”，每周通过远程诊疗系统
找他们看病的患者有 20 人左
右。王建政在村里行医32年，看
到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他打心眼儿里高兴。“以前有些棘

手的病，村里看不了，大家只能跑
远路去县里、市里，现在好多病在
村卫生室就解决了。”王建政说，
专家看病的时候，他还能坐在旁
边“学本事”，好多以前不能处理
的病症现在也有思路了。

为让远程诊疗系统充分发
挥作用，市卫健委建立了远程
医疗专家值班制度，这样，无论
多偏远的医疗服务点，每天都
可 以 找 到 大 医 院 的 专 家 。 目
前，值班医院已拓展到全市 11
家三级医院，每天安排远程值
班的专家有 50 余名。市卫健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远程医疗服
务的应用正逐步引领优质医疗
资源及患者“双下沉”，该项工
作自实施以来，已经有 4 万余名
基层患者受益。

按照全市卫生与健康大会部
署，今年年底前，我市将完善升级
远程诊疗系统，实现互联互通，进
一步优化就诊流程，强化专家值
班管理。

借助“互联网＋医疗健康”的
广泛应用，我市将持续增加对卫
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财政投入，
重点用于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医
疗服务、重大疾病防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处置及特殊困难群体医
疗救助，切实把基本保住、把底线
兜住，坚决防止突破社会心理底
线的事件发生。

下一步，市卫健委将继续
对全市远程医疗服务各项功能
进行优化升级，同时对相关医
疗人员加强培训，不断完善远
程医疗响应机制，让更多乡村
常见病患者切实享受到“互联
网+医疗健康”创新成果带来的
实惠。

本报记者 智慧 通讯员 耿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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