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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手术器械的消毒灭菌工作，如果全部进行
服务外包，不仅省时省心，每年还可以为医院节省30%
的运营成本。

在洛新产业集聚区，就有一家医疗消毒供应中心——
河南洁菲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该项目设计产能为1500
万把手术器械的年处理量，可满足洛阳80%的医疗机构
的需求，这也是我市唯一的医疗消毒供应中心。目前，该
项目一期已建成并投入试运行。

“车间”就是一间“超级手术室”
近日，走进洁菲医疗公司，8000平方米的“车间”让人

眼前一亮：与其说是“车间”，更像一间“超级手术室”。
“从清洗、打包、灭菌、冷却到运输，我们所有的生产

流程，都是按照无菌手术室的标准层层把关。”洁菲医疗
公司总经理王鑫说，这里的各项环境要求甚至比手术室
更严苛。

沿着生产线一路走下来，“无菌”体现在许多细节上：
45分钟的清洗、2个小时的物理消毒，医疗器械经过一整
套的自动化生产线，即可实现“无菌”。

我们看到，在检查打包区，工作人员通过专业仪器，
只需对着医疗器械扫描一下，就能检查出是否还有蛋白
物残留；打包好后用来粘贴无纺布的胶带，如果灭菌合格
会变颜色；在每一个手术包内放一张指示卡，如果灭菌合
格，会由绿色变为黑色；工作人员还会在每个批次的手术
包中放置生物检测盒，盒内装有湿热杆菌胚芽，如果灭菌
合格，胚芽就会被灭活……这一个个“神器”看似小巧，却
发挥着巨大作用。

生产流水线全程可追溯
“我们既是一家医疗机构，又是一家服务机构，既要

保证病人的安全，又要满足医院不同的需求。”王鑫说，全
程可追溯系统就是提供给客户的升值套餐。

我们注意到，经过无菌处理的手术器械，每一套器械
都有一个条形码。通过机器扫描后，医院出库登记、物流
车转运、器械回收登记、消毒灭菌、打包等所有环节的信
息一目了然。

更重要的是，通过可追溯系统，可以实时监控物流运
输的全过程。如果物流转运车在中途发生故障或其他突
发事件，工厂可随时调拨备用车辆前去支援，不影响医院
正常手术使用。

可追溯系统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对每家医院过去半
年或者一年的手术数据进行测算。比如，某家医院一天
有10台剖宫产手术，工厂就为他们准备30个剖宫产器
械服务包，这样不仅降低了医院的消毒成本，还可以减少
医疗器械的硬件投入，一举两得。

消毒外包市场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据了解，第三方消毒灭菌中心在欧洲及美国、日本等

发达国家已经运营超过50年。其中，英国消毒外包的市
场渗透率超过70%，日本达到30%。而目前，国内医疗
机构的渗透率仅占市场的2%。

正是看中这个项目未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
一期投资3000多万元的基础上，今年1月，洁菲医疗又
获得国内一线创业基金长岭资本的1亿元投资。

王鑫介绍，通过集中化、规模化、统一化、标准化和专
业化的医疗生产服务，引入独立消毒供应模式，不仅可以
降低运行成本，实现区域内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还可减
小病人感染风险，增强基层医疗机构的感染控制能力。

本报记者 李迎博 文/图

通过服务外包降低运行成本，
实现医疗资源优化配置

医疗器械消毒
走上工厂流水线

《辉煌 70 年》《强国富民中国梦》
《精准扶贫奔小康》……13日晚，兴洛湖
公园北广场人潮涌动，说唱声、敲鼓声、
板弦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凡。

这是第十一届河洛大鼓曲艺节暨
2018—2019河洛大鼓进校园成果会演
在市区主会场的演出现场。来自我市
的河洛大鼓艺人及部分中小学生纷纷
登台，为广大市民带来了反映时代精神
的力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调研时
强调，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传承、创
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我市以
活化历史文化、传承城市文脉为原则，
加快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深入挖掘
非遗文化资源，让非遗在传承创新中焕
发活力，续写洛阳文化自信。

河图洛书传说、河洛大鼓、灯彩（洛
阳宫灯）、唐三彩烧制技艺……我市历
史悠久、文化厚重，是非遗资源大市，目
前拥有国家级非遗 8 项、省级非遗 58
项、市级非遗 135 项、县级非遗 1057
项，拥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7 名、省级
非遗传承人67名、市级非遗传承人205
名、县级非遗传承人 400 多名，已建立
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保护体系。

在刚刚结束的河洛文化旅游节中，

洛阳海神乐、曹屯排鼓等非遗项目作为
我市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进行展演，成
为传播河洛文化的重要窗口。

非遗文化的繁荣发展，离不开精准
的保护。2017年，《洛阳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条例》出台，迈出了保护非遗
的关键一步。通过积极申报，唐三彩烧
制技艺、杜康酿酒工艺等一批项目入选
国家级、省级传统工艺振兴目录。根据

《河南省传统技艺抢救保护工程实施方
案》及我市相关要求，一批非遗项目通
过传统技艺抢救工程、传统美术抢救工

程、数字化信息采集计划等保护措施，
留下可以长久保存的数字资料。

“每次到学校上剪纸课，都被学生
们围着，大家提问、练习，有很大兴趣。”
作为孟津剪纸的传承人，畅杨杨常常受
邀到学校讲课、到各地展览，传承弘扬
非遗文化。

非遗传承，关键在人。我市通过开
展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积极推动非遗
融入教育体系，河洛大鼓、南庄木偶戏、
孟津剪纸等非遗项目受到广大学生的
欢迎。

泥咕咕、汝阳刘毛笔、皮雕……在
洛邑古城，拥有国家、省、市级200余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业态。以此为依托，
2018 年至今，洛邑古城先后举办非遗
历史文化讲堂约400场次，受益人数约
2.3万人次。

保护、传承好我市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将推动我市在文化繁荣兴盛上奋勇
争先。下一步，我市将做好河洛文化、黄
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带洛阳段的非遗文
化挖掘整理和研究，积极申建“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同时，深入实施“乡愁
韵味特色村落”文化资源普查，推进建设
一批“乡愁博物馆”，推动文化旅游深度
融合，将洛阳的文化名片打造得更亮丽。

本报记者 朱艳艳 通讯员 栾海
宁 卞俊强 文/图

我市深入挖掘非遗文化资源，续写洛阳文化自信

让非遗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活力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工作人员正在对手术器械进行打包

曲
艺
节
演
出
现
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础在基层，工
作重点在基层。日前，市委印发《关于深
入推进党建引领、“三治”并进、服务进村

（社区）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将完善法筑平安、法治创
建、法促和谐、法惠民生等 4 项机制，以
法治为保障，推动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
创新，积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

法筑平安
让基层群众更有安全感
供居民学习、休闲的法治广场，化解

纠纷、凝聚共识的“董事堂”……走进今
天的洛宁县兴华镇董寺村，很难想象，
这里曾是典型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
村。该村坚持党建引领，以法治为切入
点，统筹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并
进，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作为全市“党建引领、‘三治’并进、
服务进村”创新乡村治理工作的试点县，
洛宁县不断深化“一村一警”工作，推进

“千名乡村法律骨干”培育工作，引导社会
成员在法治轨道上主张权利、定分止争，
实现了全县范围内村法律顾问全覆盖。

《意见》提出，我市将坚持打防并举、
标本兼治，大力推进平安建设，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维护基层经济社会
秩序，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同时，持续加
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健全立体化、信息
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抓好“雪亮工程”
建设，加强基层政法单位建设，筑牢平安
建设根基。力争到2020年，全市平安乡
镇（街道）、平安村（社区）动态保持在

85%以上。

法治创建
让村里事有法可依

宜阳县韩城镇秦王村有一件“闹心
事”，无论如何都商量不下去。过去，归
村集体所有的苹果园、林坡地被个别村
民长期无偿占用，村集体想收回来，却

“有心无力”，引进的铅笔厂项目也无法
落地。

前不久，由当地纪检监察、公安等部
门联合组成调查组，有针对性地开展政
策宣讲、法律普及。法治思维的引入，让
问题迎刃而解。不出半个月，该村应缴
的承包租金如数收缴完毕，并将长期成
为村集体经济收入。不仅如此，铅笔厂
项目顺利落地动工。

强化法治创建，能让村里的大事小
事有法可依，更让明知故犯的村民学会

“守规矩”。
按照《意见》，我市将以法治乡镇（街

道）、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全覆盖为目
标，推进“万名村（社区）法律骨干”培育
工程，广泛开展“法律进乡村、进社区”活
动。今年，我市还将开展“四官”服务进
村（社区）活动，努力形成联动联创格
局。力争到 2020 年，全市法治乡镇（街
道）、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覆盖率
超过50%，争创一批国家级、省级民主法
治示范村（社区）。

法促和谐
让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多亏了镇矛盾调解中心从中调解，
要不俺的事不知到啥时候能解决。”前一

阵子，在伊滨经开区寇店镇封沟村，村民
张某某在天然气施工中发生事故。事故
发生后，张某某家属就赔偿问题与天然
气施工队始终未达成一致。

接到报案后，寇店镇党委副书记高
浩峰迅速召开矛盾调解会议，共同研判
案件处置的最佳办法，经过法律顾问释
法说理，终于使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健全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网络，让矛
盾纠纷化解在村里、解决在苗头，是我市
构建法促和谐机制的题中之义。

《意见》明确，我市将不断完善法促
和谐机制，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不断
健全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网络。紧扣“小
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乡镇（街道）、
矛盾不上交”的目标，我市将全面加强人
民调解组织队伍建设，整合调解、公安、
司法、信访等资源力量，着力构建大调解
工作格局。

今后，我市将大力整治基层微腐败
和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力争到2020年
实现村（社区）监察巡察全覆盖。

法惠民生
让群众得到更多法律服务

近日，在孟津县常袋镇马岭村民调
室，民调员马四倍一边翻阅民事调解卷
宗，一边介绍：“咱老百姓的愿望很朴素，
就是公平、公正，在法律的保护下得到实

实在在的好处。”
孟津县常袋镇马岭村，因“三十年零

上访”闻名全县，2018年被授予“全国民
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称号。

今年，马岭村建设了村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室，聘请了法律顾问，各项涉法决
策都由法律顾问把关。村里成立了法律
评审团，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事件，由村
班子成员和民调主任共同主持，在村公
共法律服务工作室公开听证和依法调
解，确保实现各类矛盾纠纷“小事不出
村、大事不出镇”。如今，由于村里法治
建设运转有效，引进的企业、项目越来越
多，老百姓得到的实惠也越来越多。

《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法惠民
生机制，整合优化各类法律服务资源，创
新公共法律服务内容、形式和供给模式，
全力推进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我市将通过下沉法律援助、执法司法等
资源，推进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均衡配置，
积极开展公益性法律服务，加强特殊群
体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权益保障。

立足于提升人民群众法治建设满意
度，今后，我市还将不断健全完善以案释
法制度，推进执法司法规范化建设，切实
提升执法司法公信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本报记者 李梦龙 通讯员 李社伟
杨孟岩

我市不断完善法筑平安、法治创建、法促和谐、法惠民生各项机制，
全面强化基层法治保障能力——

强化法治保障 助力乡村振兴

（上接01版）
从中国首台检测精度达到3微米的

320千伏微焦点工业锥束CT机，到中国
首台桌面级高分辨工业CT机，洛阳中信
成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今年以来的重大
创新成果受到业内高度赞誉。

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我市紧
盯重大行业短板，出台《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洛阳片区创新引领型产业集
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兑付首期
财政支持资金5000万元，为工业CT等
前沿性、战略性重大创新引领型项目“扶
上马，送一程”。此外，我市还在全省率
先谋划实施自创区产业集群重大专项，
12个项目获省立项支持，占全省的41%。

时速250公里高铁轴承产品完成试
验，高铁轴承国产化再进一步；清洛基地
FGM01型高效成型打磨车成功打破进口
垄断，填补国产化空白；中铝洛铜围绕结
构—功能一体化铜合金新材料制备攻
关，将实现高端芯片引线框架、高端连接
器用高性能铜合金的技术突破……一个
个源自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创新，正挺起

“中国制造”的脊梁！

创新引领再攀高峰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重

构经济格局，洛阳自创区更应高举龙头
大旗，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持续
做好创新大文章。

下一步，洛阳自创区将以深化现代
创新体系为统领，进一步形成和完善
以创新为支撑引领的经济体系和发展
模式。

——以自主创新挖掘潜力。对接省
“十百千”转型升级创新专项，新实施重
大科技项目20个左右，破解一批关键共
性技术难题。做好首批 12 个集群专项
课题的过程管理，提升优势产业的集群
竞争力。

——以制度创新激发活力。稳步推
进洛阳高新区体制机制改革，深化自创
区、自贸区、高新区“三区融合”。运营好
科技中介超市，为创新创业创造提供高
质量的科技服务供给。

——以开放创新增创动力。办好第
八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先进制造行业
总决赛、2019 中国（河南）直通硅谷创
新创业大赛等顶级创新赛事，吸引更
多优质项目落户。做好“院士洛阳行”
后半篇文章，催生更多实质性合作项目，
依托科技型企业新建院士工作站 2 个
到 3 个。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随着洛
阳自创区建设的深入推进，“洛阳创新”
成色更足、后劲更大，为奋力谱写新时
代中原更加出彩的洛阳绚丽篇章提供
强大支撑。

本报首席记者 张锐鑫 通讯员 段
学广

（上接01版）
凡需要申请高层次人才的个人，应在10月20日前

向所在单位提出认定申请，认定文件及表格，可以到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http://www.haly.lss.gov.cn）
进行下载。

被认定为我市高层次人才后，他们将享受哪些优惠
政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有关负责人说，根据我
市相关政策，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可享受资金奖补、医疗
保障、子女入学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该负责人介绍，我市对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实行任
期制，任期为5年，期满后继续在我市工作者，可自动延
期。任期内，我市将对高层次人才实行动态管理，达到更
高层次认定条件者，可按规定重新申请相应层次人才的
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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