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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源所在。

“以大坝为根，文化为魂，山水
林田湖草为景，这儿将会成为三门
峡人民的后花园。”3月12日，以湖
滨区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项目为
龙头的三门峡黄河流域(湖滨区段)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
项目相继开工，其相关负责人如此

告诉记者，该项目总投资30亿元，
规划总面积10万亩，将会被打造成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示范区、
黄河文化传承弘扬示范区、黄河产
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推动三门峡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
上新的台阶。

绿化美化沿途景观、加固提升
堤坝和农耕道路、治理入河支流
……作为百里黄河生态廊道建设的

一个缩影，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项目宜人的景色让人流连忘返。不
过，随着整体项目的推进，百里黄河
生态廊道更让人充满期待。

据介绍，项目全部完成后，将形
成沿黄108公里绿网、21.6万亩湿地，
50万亩高标准农田，同时将带动一批
文化旅游项目的发展，并极大改善
沿黄生态环境，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李莉
■见习记者 王琳

7月，卢氏的天亮得很早，66岁
的秦阿姨早早出了门，这天是杜关
镇卫生院组织为村里建档立卡贫困
户、慢性病以及65岁以上老人免费
体检的日子。

“体检项目很全，还免费。”说起
每年的体检，杜关镇67岁的郭大爷
很满意。他告诉记者，自从实行智
慧医疗后，平时他们看医生，只需在
手机上打开“华鹊云医”APP即可
实现，有个头疼脑热的，“家庭医生”
通过视频即可给出治疗方案。

“通过今天的体检，将数据录入
智慧医疗健康服务平台，让老百姓
在家就能够了解自己的健康情况，
尤其对一些重大慢性疾病的筛查，
还可以提前预防和治疗。”杜关镇卫
生院相关负责人王晓山告诉记者，
现在有了智慧医疗平台，老百姓在
家就能得到县级专家的诊疗服务。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卢氏县“智
慧医疗”服务体系已经基本完成，初
步形成了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
级公立医院和卫健委管理中心设计
网络服务平台，实现了居民、家庭医
生和乡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的互
联互通，实现线上县域内远程诊疗、
分级诊疗、在线预约等服务，实现了
对县、乡、村各级医疗机构工作开展
情况实时在线监测、统计和管理，基
本实现了“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
县，康复回乡村，健康进家庭”的新
的就诊观念。

在桑树沟村卫生室，记者看到
家庭医生白志峰正在跟县医院一位
专家医生视频连线会诊。

在桑树沟村卫生室的墙面上，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情况一目了然。
白志峰告诉记者，自从实施智慧医
疗以来，全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均
已实行电子或者纸质签约，共计签
约了195户(部分实际生活在一起

的居民合并为一户)630人，签约率
达95%以上，贫困户和特殊人口签
约率100%。

白志峰介绍，签约医生和后台
医生通过云平台可以随时了解到患
者的病情，及时做出干预，给予回访
和治疗，也可以和上一级医生进行
问诊，患者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优
质的医疗服务。

三门峡卢氏县卫健委党组书
记、主任符红林坦言，在县域内，医
疗资源本身是比较缺少的，而现在
通过平台建设，能够将县乡村的医
生连到一块，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符红林表示，卢氏县智慧医疗平
台目前已经覆盖县制所有医疗机构，
20多家乡镇卫生院，2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332所村卫生所，平台入驻
医生达到500多名，基本达到了县
乡村医疗机构全覆盖，同时覆盖的
签约群众达到全县人口的96%以
上，打通了农村医疗的最后一公里。

安阳8月1日起
企业开办“一日办结”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于艳彬
见习记者 李俊珂通讯员 闫明杰

“目前，我市正在推行企业开办
‘一日办结’工作制，各部门通过增派
人员，优化流程，提高效率，实现各环
节的办理时限以小时计算，即企业设
立登记4小时以内，印章刻制2小时
以内，初次申领发票1小时以内。”7月
29日上午，在安阳市六稳六保新闻发
布会第二场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新闻
发布会上，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
记注册科科长李红在解答记者提问时
如是说。

近年来，安阳市持续深化“放管
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围绕解决企
业开办中的痛点难点，努力放宽企业
名称、住所、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方
面的条件限制，不断降低企业创设门
槛。疫情期间，始终坚守在推动市场
主体发展的前沿阵地，全面推行“网上
办、掌上办、邮寄办、预约办”的“四个
办”服务，实行营业执照免费邮寄，实
现“服务不打烊，全程不见面”；牵头推
进“证照分离”“多证合一”改革，解决
企业“准入不准营”问题。

持续深化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推
行企业开办“一日办结”工作制，从今
年8月1日起，全市企业开办时间将由
现在的3天压缩至1天，并鼓励有条件
的县区结合工作实际压缩至半天。

通过与8家银行签约，依托市区
银行网点，在全市开设了17个营业执
照自助办理服务点，设置商事登记自
助服务一体机和证照自助打印机，实
现了营业执照“就近能办、多点可办、
少跑快办”。截至目前，安阳市已有
535家企业通过自助办照点办理或领
取了营业执照。

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
旭阳表示，该局创新性实施证照到期
提醒告知服务，对涉及市场监管领域
的16项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证照到期
提醒服务，将事后监管处罚向事前提
醒服务转变。今年，将对全市5601家
行政许可到期市场主体、1127家营业
执照到期企业进行到期提醒。

截至今年6月底，安阳市新登记各
类市场主体总量24009户，与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全市市场主体实有总户
数达280122户，实有户数较2019年6
月底同比增长 11.13%，其中企业
67093户，同比增长17.29%；个体工商
户207668户，同比增长9.38%；农民
专业合作社5361户，同比增长6.79%。

“六稳”“六保”

三门峡人有了能增收的“后花园”
百里黄河生态廊道建设带动“沿黄儿女”增收致富

让百姓足不出户享受专家诊疗
卢氏县智慧医疗体系打通农村医疗“最后一公里”

错落有致的道旁树，次第开放的鲜花，黄河水面波纹连绵，在七月的阳光下，闪着细碎的金光，
岸边偶尔能看到撑着遮阳伞垂钓的人……百里黄河生态廊道，处处风景如画。7月20日，记者跟
随六稳六保集中采访团来到三门峡市黄河岸边，近距离感受了黄河带来的勃勃生机和魅力。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李莉 ■见习记者 王琳

108公里绿网、21.6万亩湿地……三门峡人民有了“后花园”

来自灵宝的建转玲,一个多月
前来到这个项目种植草皮，每天能
挣75块钱。她告诉记者，家里原有
将近5亩农田，不过因为是丘陵地
带，种地靠天，收入不高，现在土地
已经流转出去，每年有几千块钱的
固定收入，她还能在附近找个活干，
再挣一份工资，心里很踏实。

在湖滨区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
理项目，像建转玲一样的村民不在
少数。“每年除了流转土地的收入，

他们还可以在项目上工作，每天有
近百元的劳务收入，高峰的时候项
目每天可提供近300个岗位。”三门
峡市湖滨区高庙乡主任科员张晓冰
介绍，附近土地多是丘陵，耕种范围
有限，对村民而言，仅流转土地收入
已经超过他们的耕作收入。而梯田
被集中打造后，不仅实现了观赏效
益，还实现了更高的经济效益。

据了解，作为三门峡黄河流域
（湖滨区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重点建设项目，湖滨区山水
林田湖草综合治理项目计划总投资
10亿元，主要建设内容包括8万亩
生态梯田、大禹文化公园、矿山治理
以及配套环线道路、水源工程、绿化
工程、观景平台、游客服务中心等基
础设施项目。随着工程量的增加和
工程设施的不断完善，工作岗位会
越来越多。除此之外，群众还可以
根据自己的情况经营农家乐、经商
等，将会全方位提升群众的收益。

带动“沿黄儿女”增收致富，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