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谈

本报讯（记者 龙 萍 胡远松）为
提升村卫生室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保障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2023 年
以来，永善县黄华镇针对村卫生室
存在的问题，开出了“三味补药”为
村卫生室“强身健体”。

待遇上补“糖”。据永善县黄华
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李永介绍，为了
确保这“三味补药”能够发挥最大效
用，黄华镇中心卫生院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首先，在待遇上给予村医
充分的保障，通过公开招聘吸引优
秀人才加入村医队伍。同时，针对
不同条件的村卫生室发放差异化的

岗位津贴，确保村医的总体收入有
所提高。此外，还为村医提供住宿
和餐饮服务，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
题，让他们在农村工作更加安心。

能力上补“钙”。黄华镇中心卫
生院高度重视村医服务水平的提
升，为了提升村医的专业技能和服
务水平，对新入职的村医进行了为
期 3 个月的岗前培训，并对在岗村医
进行了继续教育规范化培训。培训
内容涵盖急诊急救技能、常见病多
发病的诊治、中医适宜技术、公共卫
生基本服务项目、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等方面。通过培训，使村医掌握

了基本服务技能，规范了执业行为，
为村卫生室提供了技能保障。

服务上补充“维生素”。为了帮
助新入职村医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
和了解当地民情，黄华镇中心卫生
院安排了老村医带教。同时，派出
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到当地开展
帮带工作。此外，还定期不定期地
派出巡诊团队到各个村卫生室坐
诊，帮助村卫生室扩大服务范围，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一系列帮扶
措施为村医提供了平台支持，让他
们更好地为农村居民提供优质的
医疗服务。

通过“三味补药”的靶向作用和
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实行，不仅增强
了村医在基层干事创业的信心和
决心，还提升了村卫生室的服务能
力和水平，织牢了三级医疗服务体
系基层网底，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有效减
轻了群众医疗负担。此外，“三味
补药”让群众实现就近就医，永善
县黄华镇中心卫生院的这一创新
举措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高度
认可和赞扬，体现了黄华镇中心卫
生院对农村群众健康的高度关注和
责任担当。

黄华镇开出“三味补药”为村卫生室“强身健体”

本报讯（通讯员 杨全伟 刘圆
梦 文/图）3 月 15 日，大关县组织开
展 2024 年“3 · 15”国际消费者权益
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布置
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假冒伪
劣商品、提供现场咨询服务等方
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消费维权法律

法规、食品药品安全等知识。其
间，主办方向 45 家“诚信经营 放心
消费”示范店和企业进行了授牌；
还开展了 12315 进商场、超市、农
贸市场、企业、景区、农村“六进”活
动，组织执法人员对商场、超市、农
贸市场、零售商店、餐馆等重点场
所进行监督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万琼 黄 润）
3 月 15 日，由镇雄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镇雄县消费者协会主办的 2024
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
动在赤水源广场举行。

此次宣传活动围绕中国消费者
协会 2024 年消费维权年主题，通过
丰富的活动形式，推动消费者权益
保护协同共治，打造更加安全放心
消费环境，扩大消费维权工作的社
会影响力。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
条幅、设立宣传展台、分发宣传资料
等方式，向过往群众讲解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相关知识，解答消费者的
疑问。工作人员现场展示并介绍了
假冒日用百货、烟酒、食品的辨别方
式，提醒广大群众在购买商品时要
注意的事项。

据悉，此次活动邀请了多家镇
雄本土企业开展“3·15放心购物节”
公益活动，让群众近距离了解镇雄
名优特产品，促使广大经营主体积
极参与到“诚信经营，放心消费”创
建工作中。

现场还开展了 2024年度食品安

全“你点我检”活动调查问卷，广大消
费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参与答题。“通
过后台数据来了解消费者最不放心
的食品类别，确定抽检重点和品种 ，
开展食品抽样检验，并及时向社会公
布抽检结果，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镇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表示。

“在整个市场监管过程中，我们
开展法律法规的宣传以及现场执法
监督检查，一旦发现商家有销售假冒
伪劣商品的现象，就依据相关的法律
法规进行查处。”镇雄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说。据了解，为全力
打通消费维权“最后一公里”，镇雄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开展
进商场、超市、农贸市场、企业、景区、
农村“六进”活动，并结合法治宣传教
育，开展了进网络、进校园活动。

当天，《镇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投诉举报分流处置工作规范》发布并
生效执行。活动现场发放《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广告法》等与广大消费者密切相关的
法律法规宣传资料500余份。

◆通讯员 徐 苇 谭昌国 罗朝俊
黄开瑜 文/图

镶嵌着石猪槽、石磨、犁等农具
的农耕文化墙和道路两旁崭新的太
阳能路灯，见证着马树镇的发展与变
迁；青瓦白墙民居前，蝴蝶在金黄的
菜花间翩翩起舞；马树湿地里的“高
原精灵”黑颈鹤，更是吸引了众多省
内外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近日，

笔者走进马树湿地乡村振兴农旅融
合示范园，移步皆美景，入目即画卷。

近年来，巧家县马树镇认真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依托马树
湿地国家3A级旅游景区，规划建设马
树湿地乡村振兴农旅融合示范园，推
动农旅深度融合，打造了宜居宜业的
和美乡村。

在示范园建设中，马树镇积极探
索以农民为主体的利益联结机制，动

员农民广泛参与村庄管理，引导农民
盘活闲置资源，灵活多样地参与业态
经营，保障好农民的财产权和经营权，
以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让经营收益最大程度
地“留村补农”，让农民共享发展红利。

马树社区团山居民小组居民董
学平原本就在房屋旁建有鱼塘养鱼
和小龙虾，建设示范园时政府帮助改
善了硬件设施。“政府免费给我修了
亭子、铺了路，进来垂钓的游客比之
前多了，收入也比之前增加了很多。”
董学平欣喜地说。

在产业发展中，该镇按照“农旅
融合、种养循环”的发展思路，全力打
造夏季草莓、马铃薯、肉牛、生猪“四
个万”产业基地和冷凉蔬菜、水果干
果、食用菌、花卉“四个千”产业基
地。按照夏季草莓园、团山自然村、
马树湿地和马树河“三点一线”总体
布局，通过巩固发展草莓园、改造提
升团山自然村、严格保护大海子湿地
和马树河，着力打造生态保护的新标
杆、农旅融合的新业态。

示范园项目分三年三期实施，第
一期已完成了园区主干道路硬化、污
水处理设施、黑颈鹤主题休闲科普广
场和应急避难场所、湿地万花筒、特色
烧烤区、野地迷宫、科普长廊、垂钓基

地、稻田鱼乐园、家庭农场、一类菜园、
向日葵园、绳索乐园、摸鱼河等项目建
设，并于2023年10月1日开园运营。

“马树镇坚持以生态保护为前
提，以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为重点，以
草莓等产业巩固发展和新业态培育
为关键，以群众增收为目的，全力推
进马树湿地农旅融合项目建设。通
过近一年的努力，生态环境明显改
善，黑颈鹤增加到了225只，新的业态
正在形成。我们将按照乡村‘五个振
兴’要求，推动农旅融合发展，打造宜
居宜业的和美乡村。”县委常委、马树
镇党委书记曹善有如是说。

“来示范园玩的游客很多，我们
酒店地理位置也比较好，交通方便，
拍黑颈鹤和旅游的游客基本在我家
食宿。”示范园开园运营为湿地商务
酒店带来了发展商机。

马树湿地乡村振兴农旅融合示
范园开园以来，前来观光旅游的游客
越来越多，带动了马树餐饮、住宿、草
莓采摘和农特产品的营业额节节攀
升，促进群众增收100余万元。

马树镇：农旅融合促发展 和美乡村入画来

全市各地开展“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活动

培养更多高素质养老服务人才
申少铁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我国
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1亿，占
全国总人口 15.4%。在可预见的将
来，老年人对高质量、多元化的养老服
务需求将更加旺盛。人才是养老事
业发展的根本。培养更多高素质养
老服务人才，正是丰富养老服务供给、
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必要之举。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
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
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
老服务。”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离
不开千千万万的养老服务从业者。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还存在
总量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流失率较
高等问题。不久前印发的《关于加强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围绕
养老服务人才“引、育、评、用、留”等关
键环节，推出系统性政策措施，助力养
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过去，养老服务人才队伍总量不
足，主要原因在于养老人才来源渠道
单一。拓宽人才来源渠道，才能引来
源源不断的人才“活水”。大专院校专
业能力强，生源优质，可以在老年病医
学、养老机构管理等方面增加专业设
置和招生人数。职业院校以市场为
导向，不妨多开设养老护理、康复、老
年营养、老年社会工作等专业，扩大招
生规模，培养更多养老技能人才。也
可通过培训、技能考核、多点执业、增
加津贴等方式，引导社区工作者、社会
志愿者从事养老服务工作。

除了总量不足，养老人才的专业
性也有待提升。相比其他群体，老年

人对护理、生活照料、康复、紧急救援、
精神慰藉、心理咨询等服务需求更
多。以养老护理为例，据全国老龄委
公布的数据，我国60岁以上失能老人
已超过 4200 万人，且仍有上升的趋
势。但一些现有护理员技能不强，缺
乏医学、护理专业知识。社区居家养
老是养老事业的重点，有的从业者还
不能充分适应居家和社区工作环境，
除了基本的生活照料，还不具备康复
护理、心理疏导等岗位技能。突出人
才培养的专业性，以养老服务技能人
才为重点推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规
模进一步壮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
续优化，方能持续增强人才对养老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
养老服务人才流失率较高，一个

重要症结在于待遇水平低、职业发展
空间有限。除了建立科学合理的薪
酬制度，也应健全人才评价机制，拓宽
从业者的职业发展通道，并通过开展
评比表彰、技能竞赛、选树典型等活
动，加大褒扬激励力度，有效提升养老
服务人才职业尊荣感和社会认同度。

培养高素质养老服务人才是一
项系统工程。各方协作、形成合力，
一定能打造出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
理、德技兼备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
求，为老年人拥有幸福美满的晚年提
供助力。

昭通日报社 宣

【有事要问】律师可以从事哪些业务？
【身边案例】小马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委托

律师办理，但不知道律师可以从事哪些业务，于是咨
询，律师可以从事哪些业务？

【意衡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
定，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一）接受自然人、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委托，担任法律顾问；（二）接受民事
案件、行政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
讼；（三）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
者依法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担任辩护人，接受
自诉案件自诉人、公诉案件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的
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四）接受委托，代理
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五）接受委托，参加调解、仲
裁活动；（六）接受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七）
解答有关法律的询问、代写诉讼文书和有关法律事
务的其他文书。

昭通市司法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律师可以从事哪些业务？

本报讯（通讯员 蒋开鹏 詹 亮）3 月 15 日，鲁甸县
举办打造新时代“昭通印象”2024 年书法美术摄影培
训，旨在进一步提高全县美术、书法、摄影爱好者的创
作水平，创作更多切合时代主题的精品力作，增强文化
自信。

培训中，授课老师采取图文结合与实际操作、现场演
示等方式，围绕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创作技巧、当
前创作的环境等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讲授。授课内容丰
富，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使文艺爱好者们了解到了更多
书法、美术、摄影方面的知识和技巧。

本报讯（记者 莫 娟）3月16日，云南省2024年度考试
录用公务员昭通考区笔试在昭阳区和鲁甸县举行。此次
考试，昭通考区参考人数共33977人，比2023年减少1488
人；共设置考点 21 个（昭阳区 17 个、鲁甸县 4 个），考场
1134间，备用考场21间。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胡波率队到昭阳区考点
开展巡考工作。

据了解，为确保此次笔试工作安全有序，昭通市考试
录用公务员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分工合作、紧密配合、协
同联动，全力配合参与，从交通、治安、电力、医疗、食宿、
环境等方面为广大考生提供优质服务，营造公平公正的
考试环境。

我市33977名考生

参加省公务员笔试

鲁甸举办“昭通印象”

书法美术摄影培训

本报讯（记者 唐龙泉飞）3月，开学季。记者15日从
昭通市2024年乡村医生技能提升培训班（第一期）开班仪
式上获悉，全市 4000余名乡村医生将于 3月至 12月分期
参加线下技能培训。

据介绍，今年，昭通市将举办乡村医生技能提升培训
班13期，第一期于3月15日开班，第十三期于12月结束；
培训内容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西医临床和中医临床理
论知识及基层医疗适宜技术。

2023年 12月，昭通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印发
了《昭通市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年）》。此次培训是为贯彻落实三年行动计
划“人才队伍提升”行动的具体实践，让全市 4000余名乡
村医生的业务水平和技能得到快速提升，为基层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发挥卫生健康在“产、城、人”
融合发展中的保障服务和支撑促进作用。

近年来，昭通基层医护人员讲政治、顾大局，实干担
当、积极作为，在落实卫生健康重点任务、推动基层卫生
综合改革、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新成效、
新进展。基层医疗机构门急诊人次连续五年占全市医疗
机构门急诊总人次的60%以上；90%的居民15分钟内可以
到达最近医疗点；老年人、孕产妇、儿童等群体健康状况
得到明显改善……不论是公共卫生防控，还是临床救治，
乡村医生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希望大家珍惜机会、好好学习，精研业务、苦练本
领，立足实际、迎难而上，倍加努力、追赶跨越，以实实在
在的工作成效，提升人民群众在基层就医的获得感，满足
人民群众多层次健康需求，在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全
面开启昭通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展现‘卫健担当’、贡献

‘卫健力量’。”开班仪式上，培训老师提出要求。

昭通4000余名乡村医生

参加技能培训

广 告

2 2024年3月17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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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

200kt/a电石工程环境影响

后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 号）

等有关规定，现将“云南天力煤

化有限公司 200kt/a 电石工程

环境影响后评价公众参与第二

次公示”第二次公示内容的有

关事项向公众公告如下：

一、查阅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和途径

1. 网络下载，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8ih ⁃

gwNdnQ53iBiXrI1ridw?pwd=

1234）

2.向建设单位索要纸质版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索要方式

见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项目评价范围内的公众。

三 、公 众 意 见 表 的 网 络

链接

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lqlT ⁃

WlodIC6Xlcde41xu0w?pwd=

1234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

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打电话、写信、

发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的方

式向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

公众提出意见期限为：自

本公示之日起，共 10个工作日

（2024年3月14日至27日）。

六、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

方式

单位名称：云南天力煤化

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云南省昭通市

彝良县境内

联 系 人：代维

联系电话：15287020066

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

2024年3月17日

登报作废
镇 雄 县 都 市 缘 娱 乐 经

营 有 限 公 司 不 慎 遗 失 在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镇 雄 支 行 办

理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账

号 ：53050163773600000205，

编号：J7348000430701。特登

报作废。

减资公告
昭通天迈医疗器械贸易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代 码 ：

91530602MABYU0AX59），本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经股

东会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

200万元减至 20万元。公司已

于减资决议发出之日起 10 日

内通知了全体债权人，请债权

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请求。

特此公告

昭通天迈医疗器械贸易有

限公司

2024年3月17日

镇雄 大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