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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村的农田里，川芎连片栽种，长
势正好；果树随处可见，梨花、桃花等开得
正艳……围绕“一园、两业”，李维吉带领
村民大展拳脚发展经济。

“我们村是彭什川芎产业园的核心
区，实行稻芎轮作，6400亩耕地就有5800
亩种川芎。同时发展果蔬和稻鱼产业。”
李维吉说。

在李维吉的带领下，建设村成立股份
经济合作联合社，实现资源重组、资源盘
活。一方面，将村集体原有的3个鱼塘打
造成集养殖、垂钓、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农
旅融合自营产业；另一方面，对村内闲置
的水田进行改造盘活，开展新型稻鱼循环
种养，实现变废为宝，为村集体经济发展

壮大注入活水。
同时，积极拓宽劳务用工渠道，帮助

农村闲散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和灵活就
业。发挥资金撬动作用，集体经济资金入
股企业，参与年度分红。

通过一系列措施，建设村集体经济实
现了从负债数十万元到2023年收入超64
万元的“大飞跃”，从此集体经济由“传统
输血”向“自我造血”转变。

“我们将村集体年纯收入分成几个
部分，主要用于股民分红、产业投资、村
设施建设、帮扶救助等。”李维吉表示，下
一步村里还将发展康养产业，不断壮大
村集体经济，让所有村民都能享受到发
展成果。

从负债到增收

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王姐，你放松、头向前看，慢慢抬脚
往前走。”近日，在绵竹市孝德镇卫生院残
疾人社区康复站，该镇毫照村村民王桂华
正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步态训练。

王桂华在2023年8月因脑梗导致右
侧肢体功能障碍，在医院治疗好转出院
后，便在孝德镇卫生院通过残疾人就医便
利化一站式服务接受后期康复治疗。为
了帮助王桂华早日恢复生活能力，医生为
其制定了个体化康复方案，如今她已经能
依靠辅助器具独自站立并缓慢行走了。

“这里做康复很方便，离家也近。在医生
的耐心指导下，我的身体也在一天天恢
复。”王桂华感激地说。

据介绍，残疾人就医便利化一站式服
务包括多渠道挂号、导医、药事、出入院、
住院管理、线上线下服务、无障碍环境、上
下就医联运、康复医疗、多元化就医等10
个方面。自 2023 年开展试点工作以来，
在该市残联的大力支持下，孝德镇卫生院
成立了残疾人社区康复站，以“康复需
求+签约服务”为导向，构建“1+5+N”服
务模式，成立8支残疾人家庭医生团队，
推出基础服务、普惠服务、增值服务三级
康复“服务包”，为辖区残疾人提供就近、
方便的医康结合服务。完善电话、网络、
家庭医生预约等多种挂号方式，畅通残疾
人预约挂号渠道。针对行动不便、长期居
家、有就医需求的重度残疾人、低收入残
疾人开展送医到家的医疗服务。建立残
疾人就医绿色通道，为残疾人提供就医指
导服务。建立残疾人入院综合服务窗口，
推广“一站式”服务，让残疾人办理出入院
更便捷。不断优化双向转诊流程，完善信
息平台。开通“就医直通车”，免费为残疾
患者提供往返接送就医便民化服务。搭
建市、县、乡、村、家庭五级康复体系，利用
医共体优势资源，每周一次下乡入户为辖
区残疾患者提供居家康复医疗服务。借
助信息化诊疗模式，打造“互联网+医疗

健康”基层医疗工作站，搭建残疾人“一键
呼”智慧健康服务平台。

“残疾人就医便利化一站式服务对我
们来说既便捷又贴心，有什么问题随时可
以打电话联系家庭医生，他们也会经常到
家里来给我们送药、做检查。”孝德镇茶店
子村村民文明玉说，在家庭医生团队的指
导和帮助下，老伴正在慢慢恢复中，已经
能独自站立、缓慢行走了。

文明玉的老伴李德安今年 71 岁，
2014年因糖尿病并发症导致脑梗瘫痪在
床，生活无法自理，也丧失了语言表达能
力。为了将优质的医疗服务与资源从

“家门口”延伸到“家中”，不断做实做细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孝德镇卫生院
残疾人家庭医生团队坚持将诊室“搬”进
残疾人家中，定期为其送医、送药，进行
面对面随访、点对点巡诊，切实当好残疾
人的健康管家。

“孝德镇现有重度残疾人58名，一般
残疾人320名。能够帮助像李大爷一样的
患者，让他们随时随地享受到全面周到的
健康服务，是我们家庭医生团队的心愿，
也是开展入户走访、送医下乡的初衷。”孝
德镇卫生院残疾人家庭医生团队负责人
杜灵说，该院发挥独特优势，因地制宜、量
身定制，按照“精确化识别、个性化服务、
精细化管理”的思路，组建1个团队，5个核
心人员，N个上级部门、社会人员“1+5+
N”的服务模式，为辖区残疾人提供“零距
离”服务，不仅定期上门进行全面检查、抽
血化验，制定下一步治疗方案，还定期对
患者开展康复训练，指导家属开展规范护
理，真正实现“病床设在家，医生走上门”。

绵竹市残联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
不断优化残疾人就医便利化服务措施，深
化夯实五级康复体系，结合家庭医生签约
增值服务、残疾人居家托养服务等，进一
步提升残疾人就医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
意度。 张娟 蒋丽萍

绵竹：

一站式服务让残疾人就医“无障碍”

“先绕着树走两圈，确认好枝条的走
势……”3 月中旬以来，一支修剪队伍活
跃在旌阳区的各个果园里。在修剪师的
帮助下，果农们学习到了果树培育、管理、
整形修剪等知识。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果树迎来生长发
芽的关键阶段。果树修剪不仅可以提高果
实产量和品质，还能增强树势，提高树体的
光合产物。经过前期的周密筹备，日前，旌
阳区农业农村局从辖区挑选了20余名优秀
的果农，组建了首支果树修剪队，为果农提
供修剪、整形乃至后期销售等多项服务，为
辖区农业产业提供人才支持和技术保障。

“发展果树修剪队，就是想让果农学会如何
整形和修剪，从而培养出更优质的果品，增
加更多的经济收入。”旌阳区农业农村局
农技站副站长、推广研究员、果树修剪队技
术指导专家吴志广说。

记者在孝感街道红伏村红光印象院
士专家工作站看到，这里正在举行果树

（柑橘）修枝管理技术培训，吴志广正在给
来自全区各乡镇的果农们上课，并来到果
园，手把手指导他们如何修剪果树，帮助
种植户提升果树种植管理技巧。“通过这
次培训，我的果树管理技术得到了更新，
拓宽了知识面，让我受益匪浅。”旌阳区
蜀锦汇家庭农场主李本国说。

吴志广告诉记者，果树修剪长期以来
作为一项难度颇高的技能，若操作不当，
极易造成果树减产甚至死亡。为此，成立
果树修剪队意义深远。“修剪队成立后，重
点是提高新型经营主体能力，促进果树增
产，提升果农技能，达到增收的目的”。

旌阳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强化理论培训，以课堂教学与
田间实训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提高果树修
剪队技术水平，把土专家、田秀才培养成
为技能型、专家型人才，吸纳他们到果树
修剪队中来，赋能农业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邱洁

旌阳：

“果树修剪队”助力果农增产增收

“不务正业”的企业家
却是村民们的贴心人

手握一家建筑企业，不专心去挣钱，却“窝”在农村搞建设。家人称他是“不务
正业”，但在村民心里，他是实打实的贴心人。他就是什邡市马井镇人大代表李维
吉，也是该镇建设村党支部书记。

“人大代表为人民。”李维吉说，“大伙儿选我当人大代表，我当然要对得起大家
这份信任。”

李
维
吉

周鸿 杨强

李维吉在家风馆前给青少年讲解家风故事。
部门供图

3月21日下午，见到李维吉时，他刚在村民家成功化
解了一场邻里之间的矛盾。

“本来就只是简单的口角之争，后来各不相让，矛盾越
来越大，让我去主持公道。”李维吉笑着说。

有事就找李维吉，这在建设村已经成为了村民们的共
识，反映出对李维吉的信任。

建设村地处什邡和彭州交界地，区域位置偏远，全村
下辖 17 个小组，共 4683 人。以前这里环境不好、人心不
齐、交通不便、村民收入也不高。虽然李维吉开办企业赚
钱了，但自己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的富。

李维吉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生长生活的地方，更要对
得起村民的信任。他结合建设村资源优势，民主商议确定

“一园、二业、三纵、四廊、五横、六协同”的发展思路。
“想法是很好，但当时村里没钱没项目。”马井镇人大

主席廖英燕回忆说，当初镇干部和村干部听了李维吉的构
想后都摇头。

村民们自然更是不相信。对此，李维吉毫不在意，而
且有了自己的谋划。

作为人大代表，李维吉喜欢搞调研了解村民所思所
想。杨家河淤堵2公里，困扰村民10余年。“一遇涨水就会
造成上百亩农田被淹。”李维吉说，按照市场价，清淤工程
大概要花5—10万元，但村里没钱 。

李维吉想了个办法。村上拿1万元，他私人出资2万
元，然后又找其他人“化缘”几千元。李维吉对清淤工作全
情投入，发动周边3个组170余户居民参与清淤工程，最终
建设村干群齐心仅花3万多元办妥了这件事。

用最少的钱解决最麻烦的事，这是李维吉给村民留下
的初步印象，也为他今后发动村民建设乡村奠定了基础。

从怀疑到信任

自掏腰包解决村民难题

春日里，柳树抽出新芽，低垂在霸王
沟的水面上，清风浮动，荡起阵阵微波。
盛开的梨花、桃花点缀两岸，一片欣欣向
荣。

建设村83岁村民毛林宽正在霸王沟
旁平坦的道路上慢悠悠散步。

“以前霸王沟就是村里的臭水沟，沟
里全是杂草淤泥。”毛林宽说，在李维吉的
带领下，霸王沟变了样，成为了村里的生
态走廊。

霸王沟是李维吉规划的“四廊”建设
中一环，沿线涉及到100多户村民，其中还
要占一部分村民少量的地。

“我们先召集村民开会说明这个事
情，然后向村民发放意见征求表，听取他
们的建议。”李维吉拿出一张意见征求表，
上面写明要办的事，并列有同意、不同意、
建议等三部分。

收到村民反馈后，遇有村民不同意，
李维吉又会再次召集村民开会，然后耐心
地说明情况，直到村民全部同意。

靠着这种做事风格，李维吉给村里

办了很多大事：村里 3 米宽的出行主道
变成了 6 米宽、总长 27 公里左右的产业
大道，村民出行的路全部硬化到家门口，
方便了全村 1710 户群众的农业生产生
活，打造霸王沟、月亮沟、什邡沟、杨家
沟 4 条生态宜居秀水长廊，在各组院落
建起了 16 个文化广场和竹林广场，丰富
了村民农闲时光……

在李维吉看来，要让村民感受到公
正、民主和参与感，因此在办每一件大事
前，他都会征求村民意见，同时还发动群
众参与。村民们也不计较个人得失，跟
着李维吉积极搞建设。

“村里没钱搞建设，李书记就自掏腰
包，我们也不能落后。”村里需要安装路灯，
毛林宽等众多村民积极响应筹款计划。

5元、10元、50元、100元……3天时间，
李维吉收到村民捐款7万余元。同时，他
还利用自己私人关系筹款。5年时间，为村
里安装2000盏路灯。

作为人大代表，李维吉给自己定下目
标，每年要为村民解决100件民生实事。

从“一旁看”到“主动干”

发动村民积极参与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