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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苑 通讯员杨静 文/摄

11 月 5 日，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桂林市精神卫生中
心）惠宁分院在位于象山区象塘路的桂林惠宁医院揭牌成立，
标志着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与桂林惠
宁医院正式结为“紧密型医联体”。据悉，这是广西第一个公
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结合的“精神病专科医联体”。

当天，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相关
负责人、精神卫生专家以及桂林惠宁医院全体医护人员共同参
加了揭牌仪式。仪式上，双方代表首先签署了相关协议。协议规
定，双方在互信、互助、友好、互惠的基础上达成一系列合作，由
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委派执行院长负责
管理工作，建立服务、利益、责任、管理共同体，逐步实现人才、技
术、设备、信息等资源共享。另外，双方还将构建分级诊疗、慢病
分治、双向转诊等新型诊疗和服务模式。签约仪式结束后，两
家医院相关负责人共同为福利医院惠宁分院揭牌。

据介绍，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创
建于 1959 年 9 月，是隶属于桂林市民政局的全额拨款副处级
事业单位。医院同时增挂“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桂林市
心理医院”牌子，是桂林市目前唯一一所国家三级精神病专科
医院，肩负着桂林市 530 万人口的精神病防治任务。目前，

该院的综合实力位于广西精神专科医院前列，医疗设施设备和
病房环境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桂林市惠宁医院是桂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二级精神专
科医疗机构。该院自 2016 年建院以来，始终本着“心贴心的服
务，手握手的承诺”的宗旨，使医院实现了更好更快发展。

“此次两家医院携手成立‘紧密型医疗联合体’是一次
创新之举。”采访中，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桂林市精神卫
生中心）院长陶领钢表示，这不仅是广西第一个公立医院与
民营医院结合的“精神病专科医联体”，也标志着两家医院
将在管理、人才、技术、设备等方面加强深度合作，最终实

现联合体双方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共发展共繁荣，更好地服
务于桂林地区广大群众，为推进我市精神卫生医疗事业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桂林惠宁医院院长郭君表示，成为福利医院分院后，借助
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优质诊疗资源，通
过双方一系列的合作，定能使惠宁医院的医疗技术能力和管理
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更好地服务广大普通百姓患者。

记者从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医联体”是指区域医疗联合
体，是将同一区域内的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通常由一个区域
内的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乡镇卫生院等组成医疗
联合体。近年来，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建
立“医联体”成为国内医疗机构进行资源整合、共赢发展的一
个新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我市“医联体”建设工作稳步推进。
我市三级医院派出管理人才、医疗专家到二级医院、乡镇卫生
院等挂职或长驻，通过管理帮扶、技术支持、资源共享等多个
方面，让更多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一线，使偏远地区的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市级三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在这个开放共享共赢的时代，建立‘医联体’，特别
是‘紧密型医联体’有着重要的意义。今后我们将继续努
力，加大推进我院的‘医联体’建设，以推进我市医疗水平
的发展，让更多的普通群众得到实惠。”桂林市社会福利医
院（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联手桂林惠宁医院———

广西首个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结合的“精神病专科医联体”成立

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惠宁
分院揭牌。

▲桂林市社会福利医院（桂林市精神卫生中心）专家
到桂林惠宁医院指导诊疗。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蔡立松 曾治云 文/摄

11 月 5 日中午时分，资源县河口瑶族
乡立才坪村的梯田上依然一片忙碌景象，
10 多名村民正在热火朝天地挖红薯。

“今天一天能挖 1500 多斤，按七毛一
斤的收购价，我们今天就能收入 1000 多元
哩。” 2018 年脱贫的陈善军一边忙着把妻
子挖出来的红薯捡进尼龙袋，一边高兴地跟
记者攀谈起来。他脸上的笑容在秋日暖阳的
照射下显得格外灿烂。

今年 53 岁的陈善军曾被精准识别为村
里的贫困户。“我们这里山高路远，又没有
什么赚钱的门路，送一个孩子上大学还真不
容易。”回忆当初，陈善军告诉记者，由于
家中没有稳定的产业收入，只能靠种一两亩
辣椒维持生计。“那时候的辣椒经常卖不出
去，一年下来能有七八千的收入就不错
了。”陈善军直言当初他对脱贫没有一点信
心。

陈善军当初的想法代表了立才坪村大多
数贫困户的思想。立才坪村距离河口瑶族乡
政府有 12 公里的路程，这里山多田少，人
均水田不足 0 . 4 亩，加上交通闭塞，这里
的村民只能种田养猪勉强度日。虽然不愁吃
穿，但口袋里没有钱，平日里走亲戚吃酒还
要到处借钱。 2015 年，全村 132 户 496
人，精准识别贫困户有 40 户 140 人，是资
源县 19 个深度贫困村之一。

2016 年，在政府的资助下，立才坪村
民虽然实现了村村通水泥路的夙愿，然而由
于没有自己的产业，脱贫依然是个难题。如
何发展产业成了立才坪村“两委”干部、驻
村工作队员的攻克难点。村委主任游克武在
家里看着正在手工制作红薯粉的妻子默默地
想着，能大规模生产，能够使得村民自发加

入，又能带动经济发展的产业是什么？那笔
由县里拨下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资金剩下
来的 20 万到底该用在哪里？这一个个问题
都在他脑子里徘徊。

整个村仿佛都陷入了沉思。“我们村家
家户户都种红薯，又都会制作红薯粉，为什
么我们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呢？”第一书记
王知星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们这里的气候
适合种红薯，大家平时也经常吃红薯粉，发
展红薯粉产业的确适合我们村。”游克武
说。

立才坪村有着手工制作红薯粉的传统，
但以前都是每家每户自己做来吃，没有大规
模的生产能力，也没有大片产品集中地。村
“两委”干部明白，只有利用新技术，才能

使红薯这个传统高产农产品得到充分
利用，进行深度加工，从而改善食
品的质量特性。征得村民代表同
意，一份“关于新建河口立才坪
手工红薯粉加工厂的可行性报
告”出炉了。

2018 年 7 月 1 日开工，落实
产品粗加工半成品生产； 2018
年 9 月， 120 平方米加工厂房拔
地而起，配套机械正式投入生产；
2019 年 1 月，包装出货的红薯粉在
资源县城商场上市，并很快销售一
空。据介绍，为了更好地销售红薯粉和树
立自己的品牌，立才坪村还跟桂林资源县义
波惠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合作，在互联网上

进行销售。据了解，2018 年立才坪红薯粉加
工厂共卖出 600 件红薯粉，盈利 14 万元。

由于产量上去了，立才坪村的农户开始
大量种植红薯。据了解，今年全村种植红薯
140 多亩，种植农户 100 余户，极大地带
动了村里经济的发展。“现在好了，光卖红
薯，我一年就能收入 2 万多元。”陈善军
告诉记者，加工厂成立后，他把原来的荒地
也利用起来，种了 4 亩红薯，每亩收入在
5000 元以上。

据游克武介绍，村里的红薯粉加工厂成
立后，不仅使全村人均增收 1000 多元，丰富
了原本单薄的产业项目，同时实现了村集体
经济零的突破：2018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3
万元，立才坪村也在 2018 年成功脱贫摘帽。

“下一步我们将利用乡村振兴和微小企
业扶持政策的契机，继续将立才坪手工红薯
粉加工厂规模扩大，打造‘一村一品’的
‘金装货’，让小东西做成大品牌，带动全
村致富。”游克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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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乡立才坪村：立足特色“土东西”变“金装货”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蔡林珊)11 月 5
日上午 8 时，伴随着挖机的阵阵轰鸣声，民族路
35 号、 39 号、 41 号南侧 422 平方米的违法建筑
被夷为平地。

当天拆除的违法建筑位于回民小学对面，上世
纪 90 年代便已存在，拆除前曾是临街门面，背后
就是居民区。其中有的经营夜宵，存在扰民现象。
承租户还在店铺外堆放了大量的杂物，不仅影响通
行，还埋下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居民对此投诉较
多，曾被列入“金点子”办理事项。

在广泛收集民意、经过完备的各项执法流程
后，象山区城管大队对这些门面依法进行拆除，学

校门口恢复了安静与清爽。那么，未来这片空地将
作何使用呢？象山区城管大队负责人告诉记者，考
虑到平常上下学时间，家长们需要在门口等候孩
子，该地块有望被用作临时停车，大约可停放 40
辆车。一来方便家长临时停靠，二来也缓解路段每
逢上下学就拥堵的现状。

眼下正是创城的关键时期，对象山区城管大队
的拆除行动和未来的设计，市民们纷纷点赞：“感
谢政府和城管大队，不搞花架子，落实‘金点
子’。学校门口就该这样干干净净！”

回民小学门口 422 ㎡扰民门面被拆除
市民点赞：清清爽爽的校门口真好看

本报讯（通讯员杨友思）龙胜平等镇隆江村民蒙朝胜在龙
胜农商行扶贫贴息贷款支持下，靠种养逐步走上了致富路。

蒙朝胜是龙胜平等镇隆江村人，他家是建档立卡的贫困
户，上有年过七旬的老人，下有两个还在读书的孩子，妻子
患有语言障碍，他是家中主要劳动力。为了更好照顾家人，
蒙朝胜不能像其他人那样选择外出务工，而是留在家里，发
展自己的产业。

平等镇位于桂林市西北端，气候条件相对来说比较适合
猕猴桃种植。 2014 年蒙朝胜开始种植猕猴桃，但由于雨水
过多，诱发病害影响坐果率，加上第一年猕猴桃种植打理比
较复杂，收成一般。 2016 年，蒙朝胜听闻竹鼠是我国南方
省区分布较广的珍贵野生动物，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
价值，市场前景很好，决定投资发展竹鼠养殖，但苦于没有
启动资金。得知情况后，龙胜农商行立即向蒙朝胜发放了 5
万元的扶贫贴息贷款，解了蒙朝胜燃眉之急。

有了龙胜农商行信贷支持，加上辛勤劳作，蒙朝胜养的
竹鼠很快受到许多老板青睐。前不久刚出售一批竹鼠，目前
还有 300 多只，年收入可观。加上他这几年种植猕猴桃积
累的经验，猕猴桃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如今种植面积已达十
几亩。自家还新建了小砖房，蒙朝胜逐步走上了致富路。

龙胜农商行助力

贫困户致富奔小康

本报讯(记者陈静 文/摄)11 月 4 日， 2019 年健康中
国行暨健康八桂行主题宣传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彰泰睿城小
广场举行。该活动由七星区卫生健康局主办，东江街道办事
处、羊角山社区承办。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主题为“健康促进助力脱贫攻
坚”。活动现场，医生们为居民群众量血压、测血糖、查口
腔、把脉、正骨理疗，并进行健康知识、科普知识、疾病防
治知识宣传，讲解国家对贫困人口医疗救助政策，宣传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和门诊特慢病管理政策。现场义诊咨询居
民 200 余人。

图为医生正在为居民进行理疗。

健康中国行活动启动

“多彩食品安全课堂”走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韦乾蔚）

“孩子们，知道吗？你们喜欢吃的炸鸡，
吃多了会影响生长发育；在街边随便买的
‘三无’食品吃了还有可能会中毒……”
11 月 6 日上午，桂林市蓝田学校的孩子
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食品安全课。讲台上授
课的不是学校老师，而是来自食品安全执
法一线的执法人员。执法人员通过讲解真
实案例，并通过孩子们喜欢的游戏形式，
将食品安全知识传授给他们。

自今年 10 月起，七星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与市蓝田学校合作，在校园举办了
一系列以食品安全为主题的活动。当
天，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走
进校园，为孩子上课。课堂上，执法人
员利用专门制作的图文并茂的幻灯片，
以真实的案例开场，为孩子们讲解有关
食品安全的常识，让孩子们明白食用不
洁食品、变质食品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不仅如此，执法人员还鼓励师生及家长

对“三无”食品及其销售者进行投诉
举报，共同营造安全健康的校园及周
边消费环境。

“食品安全进校园活动其实也可以
变枯燥为有趣！”市蓝田学校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我们跳出常规，利用孩
子们喜欢的丰富多彩的方式来进行食品
安全教育，并从原来老师和执法部门单
方面传授，变为由孩子们自己表达，让
食品安全知识更加入脑入心。”

创城·镜头

▲穿上防火服，参观消防科普馆，听消防员讲解灭火器
使用技巧…… 11 月 5 日上午，在全国消防宣传日来临之
际，秀峰街道解东社区组织退休人员、企业代表和社区志愿
者等 50 多人，前往秀峰消防大队开展“防范火灾风险，建
设美好家园”消防日宣传活动。通过此次活动，大家不仅了
解了消防知识，还在实践中学会了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

记者陈静 摄

▲村里的红薯粉加工厂，让贫困户实现了就业。

▲陈善军在收红薯。

▲民族路违法建筑拆除现场。 记者韦莎妮娜 摄

▲孩子们观看自己制作的以“食品安全”为主题
的手抄报。 记者张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