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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全省三级医疗机构出
院患者满意度第三方调查中，市妇幼
保健院获得了全省第八、全市第一的
好成绩。如此佳绩的取得，离不开全
院医务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其中包括
一支440人的护理团队。

一年一度的国际护士节到来之
际，12日上午，记者走进市妇幼保健
院，见证这支队伍部分成员的“岗上过
节”，探究该院护理工作的发展之秘。

“岗上过节”身影匆忙

“我是 4月 16号回医院上班的。
由于调整了科室，现在每天都很忙
碌。从外科调到内科，感觉自己的职
业视野被拓宽了。”市妇幼保健院主管
护师姜燕萍是我市援鄂勇士之一，原
本在脑外科的她现被调整到了内科一
病区。为快速进入新岗位，她每天都
在工作中学习，护士节当天也不例外。

上午，同在内科一病区的援鄂勇
士赵萍则忙得完全没时间接受采访，
她一会帮从手术室出来的患者腾床，
一会为患者发药、挂水，只能在穿梭
于病房与走廊的空隙间与记者简单
打个招呼。

随后，记者前往产科、妇科、儿科
等多个科室，虽然当天过节，但护理
人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院内
到处都是他们脚步匆匆的身影。

全程呵护妇幼健康

突发的疫情一度给市妇幼保健
院带来很大的健康保障压力，与此同
时，也为医院拓宽“互联网+”医护服
务拓宽了思路。

4月中旬时，市妇幼保健院曾在
“孕乐宝”APP 上线了一期“产房探
秘”线上护理课堂。这一节线上课堂
向广大孕产妇生动形象地介绍了产

房，缓解了大家产前的心理紧张。记
者了解到，除了“产房探秘”，疫情期
间，该线上课堂还推出过“母乳喂养”

“婴儿沐浴”等广大孕产妇感兴趣的
护理知识科普，拥有极高的人气。

市妇幼保健院有关负责人介绍，
“孕乐宝”APP由医院在2016年开发，
相关科室的医生和护士均参与其中，
为孕产妇提供 24小时在线帮助。疫
情期间，市妇幼保健院运用“孕乐
宝”、QQ 空间等云平台为广大孕产
妇、儿童开展了线上课堂、科普、义诊
等各色各样的健康服务，走出了一条
独具特色的网络惠民之路，全程保障
了母婴安全和健康。

推进专科护士能力提升

“我们科室 20名护士，其中有 10
人是省、市级专科护士，2名研究生，
还有 4人是护理管理后备力量。”新

生儿科护士长潘长青自豪地介绍，在
服务患者的同时，医院非常注重护理
人员的新技术提升和专科发展。

市妇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解红
文介绍，目前院内共有 34名省级专
科护士、77名市级专科护士。在医院
党委的领导下，医院设立了护理人员
专项经费，其中包括护理管理人员培
训、省市级专科护士培训、外出进修
等。“以前大多数人总觉得护士只懂
得简单的护理，然而当代的护理工作
者中不乏高学历人才，他们可以临床
和科研两手下。”

为激励大家成长，市妇幼保健院
内建立了护士分级体系，明确了晋阶
标准、流程以及破格晋阶的条件、程
序等，形成了有激励、有约束的内部
竞争机制，引导护士们不断提升自身
能力。
本报记者 王露 本报通讯员 钱菁璐

探索优质护理服务新内涵
——护士节走近市妇幼保健院护理团队

本报讯 去年以来，丹阳市吕城镇
虎墅村七房自然村在污水管网实现全
覆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水环境，对
村内水塘、沟渠、河道等清淤畅流、综
合整治。春夏之交，走进这个江南小
村，只见绿树环绕、花木葳蕤，与清澈
见底的河塘相得益彰，真不负“丹阳市
美丽宜居村”的美名。

据了解，七房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
村，村里东南部和西北部是苗木生产基
地。在七房村走一圈，记者发现这里最
大的特点是河道多，大大小小的多个水
塘将村庄包裹其中，不少农家门口还保
留着小水井。虎墅村党委副书记罗超
峰告诉记者，水景打造如今成了村里的
一大亮点，一些文艺工作者就地取材，
将春夏时节的美景画于村民家的外墙
上，让来往的人们不时能直观地看到村
庄发生的巨大变化。

七房村能获评“丹阳市美丽宜居
村”称号，是通过持续发力取得的成
果。该村坚持党建引领、党员带动、群
众参与，在村庄人居环境整治上不断取
得进展。如今的七房村，水质清澈，设
施齐全，村民居住生活环境明显提升。
党员带好样，村庄大变样，整治也得到
了广大村民的支持和点赞，一幅“景在
村中，村融景中”的美丽宜居村庄生活
画卷正徐徐展开。 （徐蕾 继业 何瑞）

丹阳市吕城镇七房村：

党员带好样
村庄大变样

本报讯 京口区象山街道是国
家“七人普”领导小组办公室选中的
全国唯一综合试点单位，工作启动
至今已近两个月。12日，由国家统
计局综合司新闻媒体处处长郁红率
领的调研组一行来到该街道，对综
合试点工作的先行经验和具体做法
进行调研摸底，并重点听取了“五级
联动”（国家、省、市、区、街道）宣传
发动工作情况汇报。

做好人口普查，提高普及率、知
晓度和参与性，宣传发动要先行。
据市统计局二级主任科员徐平介
绍，市人普办以宣传发动开路下好

“先手棋”，建立国家、省、市、区、街
道五级宣传联动机制，为国家综合
试点顺利推进造势，形成了人普办
主抓、部门配合、社会协同的宣传格
局，力争做到试点范围内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个个参与，力促综合试点
宣传工作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做
法和经验。

目前，我市综合试点工作已建
立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和户
外等全媒体宣传布局，文字、图片、
声音、视频、动画等多种表现手法结

合，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式、全覆盖
的宣传声势，社会知晓率和参与度
明显提高。

徐平介绍说，截至5月10日，我
市在《中国信息报》《中国统计》等国
家级权威报刊上发表多篇稿件，《镇
江日报》《京江晚报》等市级主流媒
体刊发市人普办负责人署名文章和
新闻报道多篇。突出运用新媒体传
播手段，如向“学习强国”平台推送
文章、制作播放动画小视频等；通过
市移动公司手机短信，在试点区域
内推送宣传标语1.5万条。

京口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全区广泛运用好区级融媒体
平台，新闻宣传和社会宣传深度融
合，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产生了良好
的宣传效果。截至 5月 12日，共计
在国家和地方媒体上发布新闻稿件
100多篇(次)。象山街道宣传委员
梅昆介绍，街道党工委多次召开社
区“两员”（普查员、普查指导员）选

调工作布置会议。制作大型普查公
益广告牌 10块，悬挂宣传横幅 200
条，向广大居民印发《一封信》5万
余份，并通过各类微信公众号、张贴
楼幢公告等有效方式，深入开展宣
传发动。

相关人士表示，下一步将继续
加大宣传力度，为“七人普”综合试
点开展创造良好舆论氛围，引领试
点工作顺利推进。计划推出媒体基
层行活动，深入挖掘和宣传基层一
线“两员”的典型事迹，依托媒体开
辟人普工作“群英会”专栏，拍摄综
合试点工作教学片等。同时，继续
开展“人口普查我参与”随手拍小视
频活动。

据了解，自3月17日国务院人普
办和国家统计局印发相关《通知》起，
象山街道拉开了国家“七人普”综合
试点序幕，试点区域覆盖7万多个普
查对象人口，选聘普查员和普查指导
员328名。 （林兰 胡涛 梅永生）

“国家、省、市、区、街道”五级联动

“七人普”综合试点宣传发动力争家喻户晓

本报讯 “如果没有你们的帮
助，我们 13户虾农就亏大了！”5月 9
日，伴随着哗哗的流水声，清澈的塘
水正从水泵中欢快地流向虾池。位
于茅山老区的丹阳市延陵镇大吕村
两千多亩青虾基地的田野上，虾农张
白松紧紧握着延陵镇纪委书记贡丽
娅的手，连声道谢。

前段时间，受疫情影响，抽水泵
无人前来维修，导致张白松计划好的
抽水清塘、晒塘和人工繁殖虾苗工作
被迫暂停。张白松说：“农时不等人，
这可是全村 13 户虾农的‘钱袋子’
啊！”正当虾农们为此发愁的时候，贡
丽娅主动找上门。

“有啥问题尽管跟我们说。”针对
检查中了解到的大吕村青虾产业基
地虾农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贡丽娅
带着复工复产督查组及时督促有关
职能部门和责任单位予以协调解决。

“临时交通运输通行证需要四五
张审批表格，村里虾农邀请抽水泵维

修人员前来维修申请要跑村、镇、市
好几个部门。”走访中，部分虾农向贡
丽娅反映问题。

群众所盼，发展所需，干部必有
为。走访督查中，贡丽娅随即向相关
部门反馈，促成问题尽快解决。同时
要求延陵镇农业服务中心加强协调，
帮助联系水草厂家和水泵维修人员、
办理临时交通运输通行证。

大吕村将青虾产业作为农民增
收的亮点产业来抓，目前拥有青虾养
殖水面2000多亩，年销售额达400多
万元。为了确保青虾养殖户增加收
入，贡丽娅联系电商运营平台寻找销
路，目前已经有镇江、常州等多地餐
饮企业下单。

“有了这么清的水和这么好的生
物杂草，预计青虾苗7月就可放入大塘
饲养了。我养了110亩水面的青虾，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脱贫奔小康肯定
没问题！”张白松对今年的青虾生产充
满了信心。 （佘记其 史宏 景金）

纪检干部解难题
老区虾农笑开颜

本报讯 12日上午，阳光洒满丹
徒区上党镇敖毅村高陵黄桃果园，丹
徒区“岗家结对”示范基地揭牌仪式
在这里举行。12户困境妇女家庭代
表与“省巾帼文明岗”区财政局会计
核算中心的代表，在区妇联的见证下
开展了巾帼文明岗“岗家结对”。今
后，这里的 24 棵黄桃树，将由结对

“巾帼”们参与日常打理，收成收益将
归“新的主人”困境妇女家庭所有。

活动现场，来自东沛村的李荣
娣、东方村的翟建芳、敖毅村的管巧
娣，作为 12户困境妇女家庭的代表
认领了各自的黄桃树。上党镇妇联
主席薛新兰向记者介绍，这些困境妇
女大多因身患重疾不能干重体力活，

“岗家结对”目前每家认领两棵，日常

委托敖毅村集中管理、施肥、修剪，巾
帼文明岗成员不定期来基地参与打
理。待到8月份这些果树将成熟，区
财政局会统一回收黄桃，解决销售问
题。“一家两棵果树也能收不少果子，
最后销售的款项收益再发放给困境
妇女家庭。”

丹徒区财政局党委委员史小燕
认为，“岗家结对”为女性党员干部打
通了又一鲜活的服务和学习的平台，
将为困境妇女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丹徒区妇联副主席卢建萍告诉
记者，4月26日，该区启动了“岗家结
对”活动，全区 5家巾帼文明岗与 41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结对，把
关爱送到农村困境妇女家庭中去。

（记者 谭艺婷）

巾帼文明岗牵手农村困境妇女家庭

丹徒“岗家结对”示范基地揭牌
省内首家家政行业协调劳动关系
三方委员会在我市成立

本报讯 12日，由市人社局、市
总工会和市家协三方组成的“镇江市
家政行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
宣告成立。组成人员为市人社局劳动
关系处、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和服务
业工会工委、市家协秘书处负责人，其
办公室设在市家协。

成立的这个行业三方委员会，目
前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推动家政企业由

“中介制”向“员工制”转型。为此，将
不断加强和改进家政行业劳动用工管
理，推进劳动合同和服务合同制度，建
立健全信息沟通和协调处置机制。

（戴军章 董洪林 杨佩佩）

水塘改造前

水塘改造后。继业 摄

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

白衣天使 护你周全
5月12日，润州区宝塔路街道电力路片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市中医院

开展“白衣天使 护你周全”主题活动，邀请中医院的医护人员走进社区，为居
民讲解疾病预防知识，同时为“白衣天使”们赠送鲜花和小礼品，祝她们节日
快乐。 文 雯 摄影报道

目前正值葡萄疏花的关键时期。5月12日，农技专家在句容白兔镇张奎峰葡萄园内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现场
传授疏花疏果技术，帮助葡萄种植户解决农技难题。 杨志国 辛一 邹璇 摄影报道

专家坐诊葡萄园

本报讯 大面积的路面破损，蜘
蛛网般的裂痕，深几厘米的“大坑”组
合，车辆行人出行屡遇“麻烦”……这
是双井路北面一段紧靠长江路风光
带的路面状况。据市民“啄木鸟”反
映，这种状况已经存在很久，至今没
有部门来维修，且情况越来越糟。11
日，记者赶往现场进行采访。

“啄木鸟”市民所反映的这段路
面主要位于双井路的会莲庵街这一
段。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兆和皇冠假
日酒店旁的这段路面最为“惨不忍
睹”：大面积的破损和凹陷导致路面
变形，中间两个连接在一起的“大坑”
深达几厘米。小型汽车一过，不仅车
身发生剧烈震动，坑里的污水也四处
飞溅……

记者骑车一路查看发现，这段
300米左右长的路面，不是布满蜘蛛
网般的巨大裂纹，就是出现变形。

“这些坑，都是这几年被附近工
地的运载车辆碾压形成的。看到过
有人被绊倒，下雨天更受罪，一个又
一个大泥坑。”家住附近小区的王阿

姨告诉记者，2015年，她刚刚搬过来
的时候，这段路还是非常好的，路面
十分平整。

据她观察，目前这种状态至少有
2年时间了。“马上雨季又要到了，如
果维修的确需要时间，相关部门至少
应该在这些大坑上临时铺上钢板，缓
解我们出行的困境。”

记者已经将这里的情况通过
12345政府热线反映给了相关部门，
本报将继续关注。 （记者 景 泊）

双井路这段“坑人”

本报讯 11 日，记者从市人
社局获悉，我市将组织开展 2020
年“和谐同行”千户企业培育共同
行动，各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组织
成员单位至少选定 1家具有特色
的企业进行点对点培育，提高企业
劳动用工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劳动
关系和谐程度提升。

据悉，此次行动开展时间从现
在起至 11月，重点培育在劳动用
工管理、协商民主机制、和谐文化
建设等方面有待提高的劳动密集
型民营企业以及在本地区或本行
业有一定影响力、代表性的企业或
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行动针
对培育企业存在的用工管理、集体

协商建制、民主管理、薪酬分配优
化等问题和薄弱环节，把脉会诊，
制定个性化的培育方案，并开展专
题培训、专项行动、结对共建，建立
不定期协调会议机制。

根据新出台的《2020年“百家
示范”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评定（复
查）实施细则》，2020年 7月 30日
前，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向当地
人社部门申报镇江市“百家示范”
劳动关系和谐企业。2020年 8月
30日前，各地人社部门将申报企
业名单及当地确定复查企业名单，
统一上报镇江市协调劳动关系三
方组织办公室。

（戴军章 杨佩佩）

我市开展“和谐同行”
千企培育行动

景 泊 摄

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

啄木鸟啄木鸟在行动在行动

近日，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对
金润大道新区段沿线存在安全隐患
的高炮广告进行了集中整治。该局
与产权单位多次交涉并发函要求先
行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高炮广告，
其余的高炮广告需要提供安全检测
报告。 张亚杰 马镇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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