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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转改”，随着新时代大好春光的脚

步深入进行。3月27日，本报头版新开栏

目“乡村振兴的永康探索·总编跑一线”刊

出由永康日报班子成员带队深入农村第一

线蹲点调研活动的第一篇报道《镇村书记

雨中话发展》。文章虽不长，但是很接地

气，从田间到地头，一路上，从镇党委书记

与村支书记等村两委干部的对话中，从他

们对民宿到电商、环境到业态的谋划中，一

个美丽乡村建设的旅游发展蓝图跃然纸

上。

“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说实话、动

真情”，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

作座谈会上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提出的殷切

期望。只有沉到基层，与采访对象和新闻

现场零距离，才能捉到“活鱼”，才能写出接

地气、鼓士气、聚人气、让百姓喜闻乐见的

报道；只有与人民群众心气相通，才能得到

真正有价值的报道素材，才能更好地凸显

新闻的品格与力量。这次报社全体采编人

员分成8个组跑一线，就是积极遵循习总书

记指示要求的一次大好实践，所以说本报

第一组全体记者采写的这篇报道很接地

气，也必定感染并鼓励在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及乡村振兴中创新攻坚的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

记得2015年6月，报社全面落实“走转

改”“三贴近”要求，组织新老报人一起，开启

了“时隔24年的环永康‘边界行’”活动，新

一代报人沿着老报人的足迹，以更加开放

的心态和脚步去丈量民情，用更为先进的

笔和镜头去见证时代的变迁，真实了解和

如实反映边界群众的生活、生产情况，宣传

和反映一些制约和阻碍发展的难题及群众

关心的热点问题，在“一头汗两腿泥”中捕

捉好线索，把目光对准基层，把版面和镜头

留给群众，使新闻报道散发出泥土的芬芳，

传递出百姓好声音。

永康日报“走转改”的优良传统一直

在路上。去年6月，全市百名新闻记者走

进基层，深入全市16个镇街区的小微水体

整治现场，报道剿劣工作成就，总结剿劣

亮点经验、采写治水现场新闻、推出剿劣

新闻专栏，强化新闻舆论监督，在中央、省

及本地主流新闻媒体分别刊（播）出大量

好的新闻报道，为全市营造出浓厚的剿劣

氛围。“走转改”，报人走出了精气神，转出

了真情意，改出了清新风，使我们的报道

更有“温度”和“深度”，新一代报人在新闻

为民的逐梦旅程中，让新闻纸凸显高贵品

格的一面。

报人有对家乡山水的热爱情怀，报人

有对新闻理想的不懈追求，深入基层是报

人永远不会“过去式”的优良传统，“走转改”

必然是新时代报人新闻为民创新开拓的

“进行时”。尽管当下信息传播与获取非常

便捷，但是基层永远是新闻的源泉。乐见

通过“总编跑一线”大型新闻采访活动，沉

到一线的新闻采编人员广泛挖掘大美乡村

建设典型，展示乡村振兴最新成果，总结提

炼农业农村发展经验，助推全市“三农”工

作持续健康发展。愿“跑”在一线的报人，

“跑”进读者心田，似春风微拂面，如细雨润

无声；一路跑，一路聊，不虚此行。

跑一路聊一路，“走转改”进行时
□本报特约评论员

王国荣 乐见通过“总编跑一线”大型新闻采访
活动，沉到一线的新闻采编人员广泛挖掘大
美乡村建设典型，展示乡村振兴最新成果，
总结提炼农业农村发展经验，助推全市“三
农”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优雅城市与大美乡村犹如永康新

腾飞的双翼，又像城市姑娘的优雅与

农村女孩的丰韵，宛若双手联结起城

乡的金腰带。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

市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站在

新的起点，建设大美乡村立足当地实

际，围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不

拘一格，创新发展，让乡村多姿多彩，

不断焕发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独

特魅力。

大美乡村不是一句口号，不能一

蹴而就，更不能搞形式主义。不可否

认，我市近些年来涌现了一批自然环

境优美、地方特色浓郁、文化传承深厚

的村庄，吸引了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

游客。但仍有不少村庄还存在着问

题，有的村老村改造开展不起来，老房

拆除重建七零八落；有的村办公楼挂

满各类牌子，村会议室积厚厚一层灰；

有的村宣传窗机械化，街角小品雷同

化；有的村垃圾桶内垃圾不多，桶外却

堆了一圈苍蝇乱飞；有的村公厕建在

显眼处甚至村中央；有的村河边池塘

边除了水泥硬化就是花岗岩铺设，生

态循环系统破坏严重；有的村严重举

债建设，新官不理旧账。大美乡村建

设要因村制宜，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历

史文化、特色产业等资源禀赋，发挥本

村优势，强村富民，做优做美，增强村

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建设多姿多彩的大美乡村需要

提高村民生活质量。经济开发区兰

街村撤走所有垃圾桶，村里反而更洁

净，其重要环节一是村民自觉实施垃

圾分类，二是规定一天两次的垃圾投

放时间。对兰街村这样外来务工人

员很多的村庄，创新卫生管理的做

法，我们要给一个大大的赞。当村民

普遍富裕起来后，提高村民生活质量

是大美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生活

质量是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决定的，

要实现乡村振兴的外在美和内在美

的有机统一，正如市委书记金政所

说，大美乡村，既美在村庄、美在山

水、美在生态，也美在人文、美在精

神、美在和谐。对许多村庄来说，环

境山清水秀、村庄干净整洁的第一步

已经实现，如今迈向更关键的一步，

尤其需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多加努

力。对我市许多村庄来说，一是挖掘

乡村美丽故事，如园周村挖掘明代御

史周琦故事、游溪塘村挖掘周俊机智

闪光的故事、福建寮自然村挖掘当年

福建客商来此歇脚住宿的故事，把人

性的正义、善良、互助等正能量发扬

光大，代代传承下去。二是加强村民

自我教育和管理，党支部的领导和村

委会的自治缺一不可，这些年，有的

村修订族谱很热衷，而修建村规民约

则相对不足，农村的法治建设、道德

建设还需大家不懈努力。三是老年

人的晚年生活质量需提升。山区村

留下的老年人较多，他们生活枯燥，

还容易成为骗子行骗的目标。丰富

老年人文化生活，让文化礼堂充实起

来，让老年朋友不再孤独，小康路上

一个都不掉队。

春天是多姿多彩的，也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时节。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与市委市政府同心同向同

行，就能实现产业兴、农村美、农民富

的目标，晋朝陶渊明《桃花源记》现代

版画卷一定会在永康大地上呈现。

大美乡村，既美在村庄、美在山水、美在生
态，也美在人文、美在精神、美在和谐。对许
多村庄来说，环境山清水秀、村庄干净整洁的
第一步已经实现，如今迈向更关键的一步，尤
其需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多加努力。

大美乡村建设不拘一格多姿多彩
□本报特约评论员

赵开浪

“现在政策真是好，一个电话，不

要出门，就可以享受上门问诊服务”，

从百岁老人凌阿婆激动的话语里不难

看出，她对这次家庭医生的上门服务

很满意。像凌阿婆一样，我市已有22.6

万名市民签约，可享受到家庭医生团

队提供的基本医疗、公共卫生、个性化

健康管理等服务。（详见本报 3 月 21 日

4版相关报道）

这几年，家庭医生算得上是一个

热门话题。其实，家庭医生制度已经

是世界上普遍采用的健康管理模式，

深受家庭成员的喜爱。比如在英国，

以家庭医生为先的社区首诊制在国民

医疗保健制度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

美国，10 名左右的家庭医生成立社区

诊所，社区居民80%以上的疾病都会在

社区诊所医治；在德国，《健康保险法》

明确指出实施家庭医生首诊制度。

2016 年 5 月，我国出台了《关于推

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要围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

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

标，以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为中心，促进

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结

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和全科

医生制度建设，加快推进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到 2020 年，力争将签约服务扩

大到全人群，形成长期稳定的契约服

务关系，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制度的全覆盖。

家庭医生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签约家庭医生，让寻常百姓享有个性

化健康服务成为可能，针对个体的无

病预防、慢病管控、疾病诊疗也更加精

准。从社会层面上看，百姓与家庭医

生间形成亲密关系，有助于改善医患

关系；健康关口前移，从治病向“治未

病”转变，将大大降低医疗支出；形成

分级诊疗，真正打通医疗资源向基层

转移的“下沉”通道，实现医疗资源的

最优配置和最合理使用。简而言之，

有了家庭医生护航，签约百姓就相当

于有了健康“守门人”。

当然，在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人员、待遇、编

制、服务、诊疗水平等各种各样的问

题，需要政府部门加大力度加以解

决。但回归到这一制度的本位，还需

要家庭医生与签约百姓相互信任。这

也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否真正发挥

效应的根本所在。

所谓“信”，就是要让签约百姓对

家庭医生有信心，相信家庭医生能帮

助他们解决健康问题。这个“解决”，

当然不可能是从此百病不生或是随

时药到病除，而是相信家庭医生能为

自己制订最佳的健康保健和疾病诊

疗方案，并确保方案能得到有效实

施。而所谓“任”，则是指家庭医生

“能够胜任、愿意承担”，其与家庭医

生的个人能力、工作态度有关，也需

要制度设计加以保障。这也是取信

百姓的基础。

把医疗服务延伸到百姓家里，当

好百姓健康的“守门人”，这是家庭医

生的职责所系。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

人能够像凌阿婆一样，真正在家中享

受到家庭医生提供的更优质、更高效、

更贴心的服务。

家庭医生，百姓健康的“守门人”
□本报评论员

张赤奎 签约家庭医生，让寻常百姓享有个性化健
康服务，从治病向“治未病”转变，百姓与家庭
医生间形成亲密关系，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
简而言之，有了家庭医生护航，签约百姓就相
当于有了健康“守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