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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9 月下旬，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获悉：我省坚决履行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试点省职责，强化多部门
协同联动机制，持续完善农村地区医
疗卫生一站式服务平台，创新多元化
医保结算方式，以高标准推进行政村
卫生室医保定点接通结算全覆盖为
突破口，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充分享
受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红利。相
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8 月，全
省 11 个市、117 个县（市、区）的 18040
个行政村卫生室，全部实现医保定点
接通结算功能，累计完成医保结算

2721.5 万余笔，结算总金额 18.4 亿元。
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

能力建设，是村卫生室医保接通结
算的“基石”。我省以实施强医工程
为抓手，系统提升县、乡、村三级服
务能力。以巩固衔接工作为重点，
统筹做实基本公共卫生和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并以村医队伍建设为关
键 ，重 点 提 升 服 务 能 力 和 积 极 性 。
建 立 全 省 统 一 的 医 疗 卫 生 信 息 平
台，是村卫生室接通医保结算全覆
盖的关键。我省依托全省统一的医
疗保障信息平台，将村卫生室批量

纳入医保定点管理，让参保农村居
民便捷享受医保政策。与此同时，
打通实时结算终端堵点，优化结算
功能模块。省卫生健康委协同医保
部门，完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功能，
支持村卫生室开展医药服务管理、
医保待遇保障、医药价格和招标采
购、基金监管等业务，提升标准化、
便捷化水平。强化医疗服务、药品、
费用等要素保障，是村卫生室医保
接 通 结 算 政 策 落 地 惠 民 的 重 要 支
撑。为此，我省建立医保结算高位
统筹、部门协作、上下贯通的制度机

制，提升村卫生室结算效率，方便农
村居民医保费用结算。

据了解，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
将继续优化村卫生室基本药物使用
政策，强化基层药品保障供应；加强
村卫生室医务人员队伍建设，支持村
医开展家庭医生签约和医保便民服
务；落实基层医疗服务行为监管指导
职责，确保医疗服务质量；管好用好
医保基金，引导村医扎根农村、服务
群众，努力把头疼脑热等小病在基层
解决。

据《山西日报》

山西1.8万余个村卫生室
全部实现医保定点接通结算功能

深秋时节，小平易乡耿庄村300多亩辣椒进入
收获季，身穿红色马甲的乡村党员干部，大家两三
人一组，摘椒、分拣、装袋，齐心协力帮助农户抢收
辣椒。

高文武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我市于 2021 年 4 月成功入选
“第四批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试
点城市，启动实施了223367户的清洁取暖
改造任务和 69223 户的建筑节能改造任
务。通过三年改造，现已全部完成备案任
务，热源侧基本实现了城区、县城和农村
清洁取暖率达到 100%的总体目标，用户
侧建筑能效提升完成既定目标，全市秋冬
季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不断增强。

（祁智民 赵福胜）

近 期 ，《黑 神 话 ：悟 空》在 我 省
引发旅游热潮，我市景区也随之迎
来 了 旅 游 热 潮 。 为 确 保 景 区 景 点
治安有序，市公安局朔城分局南城
派 出 所 主 动 作 为 、精 心 服 务 ，做 深
做实“旅游警务”，护航景区平安。

在 朔 城 区 崇 福 寺 景 区 ，巡 逻 民
警 每 日 都 会 去 视 频 监 控 室 调 度 察
看监控设施运行情况，针对重点部
位提醒监控人员，在严格落实监控
视 频 定 期 检 修 和 24 小 时 值 班 制 度
的 基 础 上 ，分 清 主 次 监 控 要 点 ，确
保 及 时 发 现 问 题 并 妥 善 处 理 。 同

时 ，组 织 警 力 开 展 消 防 隐 患 排 查 、
景区秩序维护等工作，并积极向游
客 宣 传 防 盗 、防 电 诈 等 常 识 ，全 力
以赴保安全。

市公安局朔城分局南城派出所
老城中心社区警务队队长杜晓文介
绍 说 ，近 期 会 派 出 12 名 警 力 ，在 景
区的各个重要点位开展巡逻防控和
服务。同时，警务室 24 小时有人值
班值守，确保景区及周边旅游安全。

为了让游客在进入景区之前就
能感受到放心和暖心，民警们还会
在景区外围开展巡逻防控，重点对

周 边 超 市 、饭 店 等 场 所 进 行 清 查 ，
督促商家诚信经营，严格落实安全
措施。此外，全面加强警务室值班
值 守 ，张 贴 警 务 服 务 工 作 牌 ，方 便
游客和辖区群众及时报警求助。

“人在景中游，警在身边守。朔
城 公 安 将 持 续 以‘ 细 致 、周 到 、扎
实 ’的 作 风 ，擦 亮‘ 旅 游 警 务 ’名
片，营造安全、放心、舒心的旅游环
境 ，全 力 守 护 游 客 的‘ 诗 与 远 方
’。”朔州市公安局朔城分局南城派
出所副所长杨峰说。

（符烨邦）

我市冬季清洁取暖改造任务有序推进

朔城公安：做实“旅游警务”护航景区平安

本报讯近日，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
空》强势登陆多平台，带火了朔州古建筑
游。朔城区非遗传承人抢抓热度，围绕《黑
神话：悟空》中的朔州元素，进行二次创作，
创作出一批文化底蕴深厚、艺术特点鲜明
的非遗文创作品，深受游客喜欢。

记者在朔城区崇福广场的非遗文化
体验馆里看到，葫芦雕刻非遗传承人卢林
正端坐在工作台前专心创作。一旁的架
子和桌子上，摆满了形态各异、造型奇美、
趣味横生的葫芦工艺品。卢林告诉记者，
他最近做了一批小的文创产品，其中有弥
陀殿、雁鱼灯的浮雕，烙画和雕刻。

工作室的另一边，卢林的妻子王荣花
正和徒弟李桂珍，用几根彩色的手工绳，
仿照悟空的“紧箍咒”造型认真编织手
链。他们告诉记者，特别希望能通过自己
的文创作品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朔州。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的记
忆，延续着文化的血脉。在创作中，卢林
和王荣花夫妻还紧跟时代潮流，创作了
摆件、挂件等各种形态的文创产品，推动
非遗作品与现代审美“无缝对接”，为非
遗文化的保护与活态传承注入新活力。

（刘增 王丽花）

70 后“非遗夫妻”巧手创作
让“悟空”遇上非遗

图说新闻图说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