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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巫山县曲尺乡人民政府遗失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巫山支行曲尺分理处的开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Z6678000128202， 账 号 ：
3903050120010000369），声明作废！

兹有巫山县钱家小学遗失中共巫山县钱家小
学支部委员会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兹有巫山县笃坪乡人民政府遗失重庆市非税
收 入 统 一 定 额 票 据 （票 据 起 止 号 码 ：
004202033-004202077）一共 45 张，每张面额 50
元，共计 2250 元，声明作废！

兹有巫山县巫峡镇人民政府移民办公室遗失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巫山支行的两个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分别为 Z667800099102、
Z667800099202，声明作废！

2023年 9月 15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记者 陈久玲 王光平 文 / 图
今年 39 岁的吴弟灵， 已从教 17 年，是

县最美教师、县四有好教师、县优秀班主任、
县优秀教师、县师德标兵等。 拥有众多荣誉
的她，却一心扎根在农村教书。

9 月 11 日，记者初见吴弟灵，是在初中
二年级的语文课上， 讲台上的她充满了自
信，声情并茂的讲解让整个课堂气氛温馨而
又活泼。

2006 年，从西南大学毕业的吴弟灵，作
为第一批特岗教师，主动选择了最偏远的山
区，来到福田初级中学之后，就坚持扎根山
区农村教育一线，再没想过离开。

吴弟灵告诉记者：“我到福田中学第十
八个年头了，这十八年，学生的淳朴，家长的
热情，学校的温暖，给了我第二个家的感觉。
在这儿陪着学生成长，看着他们进步，一个
是对学生好，另外一个是，可以为很多农村
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我想，这是体现我人生
价值最好的办法。 所以我愿意待在这儿，扎
根这儿。 ”

在教学上，吴弟灵认真备课、认真上课，
及时批改作业、耐心辅导学生，对学生严而
有度，与学生们真诚相处，用爱与学生沟通。
学生们都把她当作最值得信赖的教师。在学
生们中间，她既是值得尊敬的长者，又是最

亲密的好朋友。 因为有了爱和喜欢，她始终
本着“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健康快乐成长”的
信念辛勤耕耘，所带的学生在每次的综合考
评中均名列前茅，所教班级多次被评为乡镇
先进班集体。

八年级 7 班陈诗语说：“吴老师是一个
幽默风趣，平易近人，亲和力强的好老师，她
的课堂氛围十分有趣，擅长将玩笑话与枯燥
的知识点结合在一起，令我们在捧腹大笑的
同时也能受到启发、学到知识。除此之外，吴
老师对我们生活方面也十分关心， 秋冬时
节，传染病多发，吴老师会督促我们加厚衣
物并且提醒我们按时吃药，还会定期举行野

炊活动，带我们走进大自然，帮助内向的同
学变得活泼开朗，增进我们的社交能力。 ”

从教多年来，吴弟灵深深懂得，孩子们
的健康成长， 单靠学校和老师是远远不够
的， 必须时刻注意加强与家庭的密切联系，
积极帮助家长们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实现“家校共育”。 于是，多年
来，她坚持家访，走遍了福田镇的每一个村
子。

2016 年 9 月，新生入学后，有个女生就
以各种借口不来学校，趁着周末，吴老师邀
请了老师、 同学及家长为她组织一次野炊，
让她发现原来同学之间其实也可以友爱互
助。 后来，女生成功完成学业，并考上大学。

除了做好常规教学管理之外，吴老师还
积极参与教研科研活动，注重教学经验的积
累和教学信息的吸收、加工、存储和运用。立
足校本课题研究， 从教学过程中发现问题、
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2019 年，主持小课题
《用思维导图提高学生说明文阅读能力的实
践探究》获县一等奖；2021 年，主持小课题
《以活动设计引导学生深入阅读名著的实践
探究》获县三等奖；2023 年，主持小课题《融
入活动因素创新初中语文作业形式的有效
性探究》获县二等奖。她还注重学习和反思，
积极撰写教学论文。 2018 年，《用课堂导入
激趣，提高语文课堂效率的实践研究》获重
庆市语文教师论文大赛三等奖；2022 年，在
《巫山教苑》第二期发表《天上的街市》作业
设计；2023 年，“学习新课标， 践行新理念”
征文获县一等奖。

17 年来，吴弟灵既潜心于课堂教学，更
深耕于立德树人， 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创
建优良的班风和学风方面逐步摸索出一套
适宜乡村学生成长的做法，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 她获得的荣誉很多，但她始终把自己取
得的成绩当作未来工作的起点和动力，重整
行装，凝心聚力，与乡村教育一起腾飞。

吴弟灵：让每个学生都健康快乐成长

吴弟灵正在给学生上课。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实习生
周子杰） 近日，记者从县民政局获悉，根
据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有关通知要求，我
县将提高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城乡低保等
四类社会救助保障标准。 调整后的保障标
准从本月起执行。 此举将惠及我县 2 万余
名困难群众。

据悉，四类社会救助保障标准包括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城乡低保标准，孤
儿（含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与补贴标准，救助机
构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标准。

标准提高后，我县特困人员基本生活
标准由每人每月 932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955 元；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
人每月 717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735 元,农
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 581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600 元；儿童福利机构
集中供养孤儿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
1582 元提高到每人每月 1605 元， 社会散
居孤儿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 1382 元
提高到每人每月 1405 元， 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 1382 元提
高到每人每月 1405 元； 救助站乞讨人员

生活保障标准参照城市低保执行，提高到
每人每月 735 元。

特困人员无儿无女，无人照顾，是兜
底保障对象中最困难、 最脆弱的群体之
一。

9 月 13 日上午， 记者走进巫峡敬老
院，只见院内温馨祥和，老人们有的聊天、
有的玩扑克牌、 有的坐在长椅上晒太阳、
有的在屋内看电视……如同一个团结、和
睦、温馨的大家庭。“敬老院一共有 54 个
老人， 年龄最大的 90 岁， 年龄最小的 50
多岁，入住最长的 30 多年，都是我县特困

人员。 ”巫峡敬老院院长熊军告诉记者，他
们的供养金每月集中拨付到敬老院账户，
此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保障标准的提
高，将用来改善老人们的生活，让他们的
老年生活过得更加安心、舒心。

据了解，今年，我县始终坚持“精准保
障”，扎实扎牢社会救助保障，加强救助对
象动态管理， 加强对低收入人群监测，有
力保障了全县 2 万余名困难群众基本生
活。

本月起四类社会救助保障标准提高

本报记者 曾露
“没想到现在镇上卫生院治疗效果这

么好， 不出镇就能享受到县级医疗服务，
我再也不用去县城看病了。 ”庙宇镇居民
李大爷说。

伴随我县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优质
医疗资源正源源不断地下沉到基层。 县人
民医院知名专家、 业务骨干常驻庙宇、福
田分院，让庙宇老百姓足不出镇就能享受
到县医院同质化医疗服务。 此外，“技术协
作”“事业发展”两个资金池统筹资金用于
就医环境改造、医疗设备更新等方面。

医院管理、学科建设、人才培育、手术
带教、教学查房、义诊活动……在县域医
共体建设带动下，众多像庙宇、福田这样
的乡镇卫生院华丽变身。

整合医疗资源，推动医共体体系“建
得全”

自开展试点工作以来，为保障医共体
建设取得成效， 实现县乡村一体化发展，
我县深入推进县域医共体“三通”建设，以
2 家县级公立医院为龙头、 区域性中心卫
生院为建设枢纽， 辐射周边毗邻乡镇，县
人民医院与福田、庙宇等 14 个卫生院（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医共体，县中

医院与官渡、骡坪等 12 个卫生院（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医共体。

看病救人，关键在于人才，基层对卫
生健康人才的需求尤其迫切。 近两年来，
我县公开招聘专业技术及综合管理人员
143 名（研究生 10 名），下派专业技术及管
理型复合人才 58 名， 其中县聘乡用人员
37 名、基层挂职 4 名。此外，还派出上百名
业务骨干、管理人员，先后分赴市内外多
地学习交流经验。

同时，为提升全县医疗人员的技术水
平，我县建立县级医疗多学科联合专家队
伍，推进服务质量同质化，成立胸痛、脑卒
中、医疗质量、检验质控、护理质量管理
“五大中心”，加强对医共体内的技术指导
和业务培训。

“医共体建设后，全县优质医疗卫生
资源统筹‘一盘棋’。 ”

据介绍，大昌镇、官渡镇、骡坪镇中心
卫生院申报创建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邓
家土家族乡卫生院与笃坪乡中心卫生院
组建基层横向紧密型医共体，医共体牵头
医院与成员单位开展专科共建，从技术支
持、人员培训、医疗质量等方面进行指导，
实行利益共享。

此外，我县还聚焦数字赋能，推动资

源下沉，通过“提硬件、强软件”积极推动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升级改造，持续优化基
层医疗信息、公共卫生、家医签约系统。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 326 个村卫生室
实现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医保刷卡全覆
盖。 县人民医院建成开放共享的影像、心
电、检验、病理、消供“五大中心”，推动信
息互通、资源共享、结果互认。2020 至 2022
年分别出具远程医疗诊断报告 60180 例、
75769 例、83045 例，逐年呈递增态势。

完善顶层设计，促进医共体体系“转
得好”

“推动县域医共体建设需要科学的指
导。 ”我县在制定《巫山县县域医共体“三
通”建设实施方案》的基础上，相继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巫山县县域医共体“三
通”建设工作的通知》《巫山县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工作方案》等系列文件，从政
策上赋予医共体牵头医院内部集中管理
更多的自主权，确保实现管理“八统一”，
全力保障工作落细落实。

同时，制定了医共体双向转诊管理办
法，完善县乡两级疾病诊疗目录，加强医
共体内部床位、号源、设备的统筹使用，建
立医共体内部双向转诊利益共享机制，促

进分级诊疗。 2020 至 2023 年，医共体内累
计上转患者 7031 人，下转患者 5301 人。

为推动更多人员下沉, 健全医共体建
设工作机制， 我县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
实牵头医院党组织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对医共体成员单位“三重一大”等事项，坚
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强化对成员单位
的“医通、人通、财通”日常监管。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建设是医疗卫
生体系的系统重塑，是医疗卫生治理方式
和治理体系的优化。 ”县卫生健康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构建“县级强、乡村活、村级
稳、上下联、信息通”优质高效的县域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需要众多医护人员与管理
者协作协同、久久为功。

接下来，我县将注重从治疗转向健康
管理， 从单个机构转向县域共同发展，从
卫生行业管理转向多部门联合治理，积极
争取政策支持和保障投入，打通分级诊疗

“最后一公里”， 真正解决老百姓看病难、
看病贵、看病远的问题。

巫山：打通“医共体”之路 破解基层医疗之“痛”

本报讯 （记者 鲁作炳） 近日，重庆五里坡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开展红外相机数据回收工作
时，多个相机点位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
野外活动的珍贵影像。

根据红外线相机时间显示，8 月 14 日 13 点 31 分，
一只林麝进入到监测区，从林麝嘴角能看到明显的“獠
牙”，这只林麝对周围环境充满了警觉，在确认安全后，
开始进食。

林麝隶属偶蹄目麝科，雄性犬齿发达，形成长而尖
利的“獠牙”伸出嘴外。 善于跳跃，能敏捷地在悬崖峭壁
行走，主要以青草、树芽、树叶、嫩枝等植物类食物为食。
野生林麝现今数量稀少，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附录Ⅰ
物种、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2021）极危物种。

此次在五里坡自然保护区多点位拍摄到林麝影像，
不仅对精确了解林麝野外种群资源及遗传多样性具有
重要意义， 也说明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更加良好，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明显。

五里坡保护区
监测到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林麝

本报讯 （记者 杨新宇） 进入秋季，天气转凉，
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也进入高发季。 日前，中疾控发布
消息称，今冬明春可能会面临新冠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
交互或共同流行的风险。 9 月 13 日，记者来到高唐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探访易感人群接种疫苗的情况。

在高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大厅内，前来接
种疫苗的市民坐在候诊椅上，安静地等待叫号，疫苗接
种窗口处，医生正在给排到号的市民完成接种。

高唐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科科长向太
清告诉记者，现在已进入秋冬季节，正是流感病毒的高
发季节，儿童、老年人等易感人群，可以到高唐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疫苗，增强抵抗力，预防疾病。

记者从县疾控中心了解到，目前，县内各医疗机构
流感疫苗已陆续到货， 推荐重点人群和高风险人群，在
流感流行季节前完成接种。

流感高发季接种疫苗强免疫

（上接第一版）要深入学习领会市、县民
营经济发展大会精神和工作要求，进一
步梳清难点堵点， 有针对性制定政策、
规范和改进服务质量、学习借鉴先进经
验，下深功夫推动营商环境蝶变，促进
全县民营经济高质量健康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市委主题教育第一批
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精神，牢牢把握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
求，锚定目标任务，科学系统谋划，推动
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推动现代化新巫山
高质量发展。 要把握政治方向，强化党
性修养，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不断
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 要把握目标要求，充分借鉴运用
第一批主题教育成功经验， 坚持边学
习、边对照、边检视、边整改，确保在以
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上取得实效。 要强化统筹协调，在深化
调查研究上务实功、见实效，全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重点措施有机融
合、一体推进。要坚持严实作风，牢牢把
握主题教育基调，抓好主题教育规定动
作、选好自选动作，以严实作风确保主
题教育的政治性、严肃性。 要层层压实
主体责任， 以责任闭环推动工作落地，
有力有序推进各项重点措施落地落实。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 县级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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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普查惠万家 如实填报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