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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党员干部的，站出来。 ”
“到，到，到……”
炎炎夏日，高温炙烤着大地。 在骡坪，

一群群、一个个镇、村党员干部在镇党委
政府的集结号下， 奔赴到抗旱救灾第一
线。

8 月 18 日下午，记者在骡坪镇大垭村
看到，一辆装满干净自来水的消防车驶进

该村“云中花谷”景区。 看着清澈的水汩汩
注入集中供水池，来这里避暑的游客和村
民们脸上露出了笑容。

大垭村党支部书记杜汝彪介绍， 自 7
月初以来，来大垭村“云中花谷”景区避暑
的游客日益增多，38 家农家乐每天接待游
客近千人，持续干旱导至景区及附近村民
生活用水告急。 骡坪镇党委高度重视，迅
速采取应急措施， 安排专用车辆送水进
村，确保集中供水池蓄水充足，及时缓解

了景区及村民生活用水困难。
据了解，旱灾发生以来，骡坪镇党委、

政府迅速启动紧急抗旱应急预案，成立抗
旱工作领导小组， 实行班子成员包片、干
部包村、17 个驻村工作队分别深入 97 个
社， 同村两委干部一起带领群众齐心协
力，众志成城抗旱减灾。 同时，全镇组建了
19 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和 18 支抗旱减灾先
锋队，采取党员联户、定点取水、定时送
水、全面找水、节约用水等措施，以党建引
领抗旱救灾保民生，该镇吹响党员干部抗
旱减灾集结号。

骡坪镇村两级干部全员上阵，主要领
导率先垂范，全力投入抗旱减灾。 骡坪镇
党委书记曹启志告诉记者:“抗旱减灾是场
硬仗， 作为党员干部一定要冲锋在前，旱
情在哪里，我们就要最先到哪里。 ”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龙河村党支
部发动全体党员， 成立了一支由 12 人组
成的党员送水队伍， 帮助解决村里 20 户
孤寡老人吃水困难，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加
快整修引水管道，尽全力保障群众生活用
水。

仙峰村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号
召村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加入抗旱
饮水保供的队伍，进山寻找水源。 村支两
委、驻村工作队分工协作，组织车辆翻山
越岭将水送到 10 户吃水困难的老人家
中。

旱情就是命令，在崇山峻岭、田间地
头、村民家中，随处都能见到头顶烈日，脚
踏热浪奋战在抗旱一线党员干部们的身
影。

和平村党支部书记许尚龙、副支书彭
泽虎带领党员志愿服务队， 分成送水、找
水、蓄水三个工作专班，每天清晨六点半
出发，驱车到楚阳场镇拉水，为村里 38 户
120 余名吃水困难群众定时送水。“长达一
个多月的干旱， 我们天天都有干净水吃，
好的是有这班村干部，真的要感谢他们！ ”
该村村民朱学天说。

金水村党支部书记李忠林在走访中
了解到，5 社有 12 户群众的集中供水蓄水
池快要见底了，立即带领党员干部同村民
一起进山找水，并与邻村协商，将团山村
黑沟的山泉水引入 5 社蓄水池，并积极筹
措资金解决群众饮水主管道问题。 李支书
的妻子问他：“你一天到晚晒得黑不溜秋
的，这么辛苦到底为了啥？ ”李中林笑呵呵
地说：“我是村支书，群众没水吃就是我的
责任啊！ ”

截至目前，该镇整修取水池 34 口，辅
设引水管道 2 万余米，分片区设置应急取
水点 11 个， 组织专用送水车辆 3 台。 同
时，由各村组织小型送水车定时进村入户
为受灾群众送水， 保障了 1300 余户 4800
余人的生活用水。

骡坪镇：紧急集结号 党旗高高飘

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近期持
续的高温天气，造成当阳乡农业损失较为
严重，农作物受灾面积 3187 亩，绝收 637
亩。 该乡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理念，迅速行
动，采取“三强化”“三到位”，组织党员干
部开展抗旱保收工作，最大限度保障人畜
饮水，减少农作物损失。

强化组织领导， 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把防旱抗旱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成
立以书记为组长的当阳乡抗旱救灾工作
领导小组，先后召开 2 次党委会研究制定

具体措施，切实做到提早谋划、人员明确、
目标清晰、措施高效、物资完备，形成抗旱
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扎实推进抗旱救灾
工作。 迅速反应，掌握灾情数据，乡、村两
级 70 余名党员干部立即深入田间地头，
走访查看旱情 50 余次， 掌握第一手真实
数据，灾情第一时间上报有关部门，积极
争取抗旱资金。

强化责任担当， 确保服务群众到位。
组织农户开展抗旱自救，各村（社区）党员
干部主动深入沟谷深山查找水源 62 次，

积极采取车运、担挑的方式保障人畜饮水
安全。 组织党员干部送水队伍，积极发挥
农村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协调乡政府干部
职工 8 人、2 辆车组成送水服务队，自 8 月
15 日开始，每日送去 5 吨饮用水，解决 36
户 120 余人饮水困难问题。 针对留守妇女
老人、残疾人开展送水到家服务，密切干
群联系，提高群众满意度。

强化舆论引导， 确保抗旱宣传到位。
加大宣传抗旱自救方法，乡农服务中心和
驻村干部到户积极宣传农业保险理赔相

关政策，不断提高群众对抗旱减灾扶持政
策的知晓率。 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 实行
24 小时防汛抗旱值班制度，及时掌握水旱
情况发展态势，及时通报旱情及极端天气
预警有关情况， 认真分析水源供需情况，
统筹生活、生产用水，优化水源调度，保障
人畜饮水、农业生产用水需求，减少农作
物损失。

当阳乡：“三强化”“三到位”全力抗旱

本报记者 曾露 文 / 图
相距 1000 多公里，持续 5 年，山东省一

批接一批医务人员跨越时空，与巫山医生携
手织牢健康网， 切实减轻老百姓看病负担，
使当地患者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在官渡镇中心卫生院， 有这样几个人，
他们深入偏远地区开展医疗帮扶，帮助区域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
为“自家人”。 他们就是今年 6 月，被山东省

选派到我县开展支医工作中的吕勇、 许文
强、林靖医生。

“吕医生、许医生，麻烦你们尽快到医院
来一下，有一位大爷在家里面摔了，需要急
诊。 ”

7 月 26 日晚上 9 时许，来自烟台支医的
外科支医专家吕勇、 许文强接到急诊电话
后，摸黑迅速赶往医院。

患者黄大爷今年 73 岁，是个五保户，常

年一个人生活。 当晚，因不慎摔倒致右腿完
全不能动弹。

到医院经诊断，黄大爷是“右侧股骨近
端粉碎性折骨”， 需要立即进行手术。 病房
里， 支医专家们一边安慰焦急的黄大爷，一
边安排手术。

终于，经过 3 个多小时，手术顺利完成。
术后，黄大爷积极配合康复功能锻炼。 经过
半个多月的恢复， 黄大爷就能够重新站起

来。
“谢谢你们，不然我这腿就算废了，是你

们让我又能重新站了起来！ ”出院时黄大爷
握着支医专家的手高兴地说。

59 岁的彭大叔是官渡镇大塘村人，去年
因突发高血压脑出血致不能言语、 无法活
动，生活不能自理，全靠家人照顾。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刚开始家人还尽
心照顾彭大叔，可久而久之，家人也被消磨
了耐心。

就在一家人一筹莫展时，听闻官渡镇中
心卫生院来了一位擅长脑卒中的康复治疗
专家，便立即前往就诊。

康复科支医专家林靖详细了解了彭大
叔的病情后，制定康复计划，系统地为彭大
叔进行了针灸推拿、运动作业疗法等专业康
复治疗。

现在，彭大叔已经能说话，并能短时间
独立行走，生活不用全部依赖家人。

林靖医师用他的专业技能减轻了患者
的痛苦，为患者点燃了生命的希望。

鲁渝情深！ 像吕勇、许文强、林靖这样来
巫山支医的专家， 山东先后选派了 124 名。
县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专家们采取
临床带教、集中授课、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
论等模式提升医务人员临床技能和理论知
识， 促进医务人员掌握各种疾病诊治规范，
同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提升医院诊疗服
务能力， 让群众享受三级医院服务水平，在
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支医专家让巫山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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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梁红） 8 月 18 日，我县召开
教育系统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部署会， 传达学习
市有关工作要求，全面部署新学期开学工作。

针对即将到来的开学季，会议要求，要层层落实责
任，全力抓好开学工作，切实落实校长、校级领导、班主
任、任课教师、后勤管理人员等职责，做到安全隐患早排
查、师资早到位、后勤早保障；要积极做好校园安全卫生
工作，认真落实疫情防控指南，加强“人防、物防、技防”
准备，同时强化卫生健康知识教育，进一步净化、美化、
亮化校园，为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

会议强调，面对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要提高
政治站位，坚定教育情怀，引导广大教师增强职业认同
感，提振工作状态。 要高度重视“一岗多责”工作机制落
实，严格落实“双减”政策，强化教育经费管理，确保经费
使用合理、公开、透明落实好相关文件精神。 要层层加
强督查，从严查处秋季开学违规违纪行为，加强政策学
习，转变育人理念，增强创新意识，以精细化管理、常态
督评为抓手，确保秋季开学顺利进行，努力创办巫山人
民满意的教育。

县委教育工委,县教委班子成员,委直属学校及中学
校长，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本次新任、调整交流学校领
导干部参加此次会议。

秋季学期开学工作部署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通讯员 陈嗣新 文 /
图） 为深入推进食品安全“守底线、查隐患、保安全”专
项行动， 切实维护平稳有序的市场经营秩序，8 月 18
日， 县市场监管局开展月饼生产经营单位专项监督检
查。

此次专项检查，执法人员以月饼加工企业、小作坊、
商场、超市等为重点单位，重点检查生产经营企业环境
条件、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贮存及交付
控制等环节，并随机抽取月饼产品 7 批次送检验机构检
验。 同时，重点排查企业是否存在月饼产品过度包装、
标签标识是否符合相关要求、是否存在虚标生产日期、
是否存在生产经营金银箔粉食品等违法行为。

在检查过程中，该局执法人员还积极宣传《限制商
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 国家标准第 1 号修改
单，讲解月饼的包装层数从最多不超过四层减少为最多
不超过三层，包装材料不得使用贵金属和红木材料，月
饼不应与其他产品混装等标准要求，进一步引导消费者
理性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提倡节俭、反对浪费，自
觉抵制过度包装和奢侈浪费之风。

截至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 20 人次，检查月饼经营
类市场主体 25 家，暂未发现违法行为。

下一步，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加强中秋、国庆期间时
令食品质量安全专项检查，督促企业进一步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不断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对检查发现
的风险隐患，督促企业立即整改，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
险隐患，守牢食品安全底线，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市场监管局：
开展中秋月饼监督检查

执法人员在超市检查月饼是否合格。

本报讯 （记者 张梁红） 8 月 18 日，县教委召
开全县教育系统干部调整任前集中约谈大会。县委组织
部、县纪委、县监委、县委教育工委、县教委相关科室及
主要负责人，各教育督导中心主任，委直属学校及中学
校长，全县中小学（幼儿园）本次新任、调整交流学校领
导干部参加此次会议。

据悉，本次共调整干部 160 人，调整后，教育系统学
校班子 80 后干部占比从 32%提升至 44.1%，90 后干部
占比从 7%提升至 13.1%，女性干部占比从 19.2%提升至
21.8%，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干部占比从 8%提升至
22.7%， 语数外专业学科占比从 42.3%提升至 57.2%，高
级职称占比 64%， 一级职称占比 28%， 二级职称占比
8%，教育系统干部队伍年龄、性别、学历、学科结构得到
全面优化，学校领导班子焕发出新生机、新活力、新气
象。

会议要求，任职干部要以更宽的视野，充分认识本
次干部调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要以更高的站位，坚决
服从县委和组织的决定；要以更强的担当，持续加强教
育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要以更实的举措，不
断推动巫山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要以更深的决心，努
力争做清正廉洁的表率。

会上，还宣读了县管学校领导干部、教育系统部分
学校领导干部职务调整的决定，并对新调整干部进行集
中约谈。

县领导翟小满出席会议。

教育系统召开干部调整任前集中约谈会

为村民送水。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实习生 周
子杰 文 / 图） 入秋以来，晴热高温仍在持
续。 烈日烤晒下，巫山清漂队依旧每天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用汗水守护一江碧水。

8 月 18 日上午，在巫山城管码头，一艘
艘蓝色的清漂船正满载而归，船上身着红色
背心的清漂队员正不停地进行着清漂工作。

刚回码头的清漂队员沈启海说：“我们
每天最少要带 4 公斤水，几个小时喝就喝完
了，不需要上厕所，全变成汗流出来了。 ”

撑杆、开船、清渣、运渣、回程、洗船……
是清漂队一天内重复多次的动作。

下午 4 点，巫山气温高达 40℃，沈启海
说， 清漂船甲板上的温度最低得有 55℃左

右，这时候脚就要不停地动起来，如果长时
间的站立， 脚底就会烫的生疼。“这个甲板
上，鞋子可以烫脱胶，打个鸡蛋在上面，马上
就可以烫熟。 ”满头大汗的沈启海说，不管是
支流还是干流要常年保持干净，这是我们的
本职工作，哪怕气温再高，我们也要坚持。

巫山是长江三峡重庆库区清漂最后一
道防线，境内的长江干流和次级河流水域岸
线总长 183.45 公里。为守护好“一江碧水、两
岸青山”， 我县配备有 8 艘全自动化清漂船
只，对长江干道和大宁河、大溪河、抱龙河等
主要支流的漂浮垃圾进行清理。 但仍有 10
艘人工清漂船只负责对机械船只去不到的
码头、港湾的垃圾进行打捞。

巫山：用汗水守护一江碧水

人工打捞与清漂船分区域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