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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服务热线“一单通达”
打通城市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

济南

守望洞庭碧水蓝天
——湖南“刮骨疗毒”呵护“长江之肾”

贵州提高贫困户基本医疗参保补助标准

冬日阳光里的洞庭湖，成群候

鸟嬉戏着，俯身划过湖面，又昂起

头，往蓝天飞去。

“今年来西洞庭湖越冬的候鸟

已达 3 万多只，黑鹳、小天鹅、东方

白鹳、野鸬鹚都‘扎堆’了。”西洞庭

湖湿地保护协会会长刘克欢说。

当地渔民回忆，在保护工作开

展之前，当地越冬候鸟越来越少。而

在 50多年前，这里冬天的鸟多到吵

得晚上睡不着觉。现在，候鸟们又成

群结队回来了。

洞庭湖，被誉为“长江之肾”，是

世界重要湿地，对净化环境、调节水

位、维持生态平衡发挥巨大作用。

然而，在单一追求量的增长的

粗放发展方式下，工业污染物、农业

污染物、生活污染物持续不断注入

洞庭湖，与此同时，“挖砂吸金”“圈

湖为王”“抽水种树”等资源掠夺手

段层出不穷，洞庭湖的生态和环境

遭到严重破坏。

湖南省洞庭湖生态环境监测中

心的监测数据显示，1990年至 2002

年，洞庭湖湖体、出湖口断面各时段

水质中，二至三类水质占比为37%，

没有出现过劣五类水质；而在 2003

年至2013年的10年中，劣五类水质

占比已达到 5%，二、三类水质断面

已经消失。

“水中软黄金”湖砂——高峰

时，洞庭湖里最多的就是挖砂船、运

砂船，岸上最多的是洗砂场、堆砂

场，运载货物最多的就是砂石料，洞

庭沙洲被蚕食殆尽，水体遭受污染，

江豚无处栖息。

2017年8月，湖南省水利厅下发

《全面禁止在自然保护区范围内进行

河道采砂活动》的通知，狠刹洞庭湖

上滥采乱挖湖砂风。此后，根据《洞庭

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年)》，全面禁止洞庭湖

自然保护区等水域采砂，实施 24小

时严格监管，巩固禁采成果。

现在去洞庭湖，巨型挖砂船满

湖轰鸣、彻夜无休的场面已再难

见到。

非法矮围，是在湖中建造的堤

坝，建设的目的就是“圈湖为王”，将

国家湿地占为己有。洞庭湖中非法

矮围一度十分猖獗，成为长在“长江

之肾”上的一个个刺眼“疮疤”。

2018 年 6 月，数百台挖土机连

续作战，洞庭湖内最大的私人矮围

在短短十余天内被一举摧毁。湖南

一鼓作气，至当年年底，将洞庭湖中

472处非法矮围网围拆除完毕，这意

味着124.46万亩被矮围网围圈住的

湖面重归自由。

中央环保督察在对湖南的反馈

中曾指出，洞庭湖区种植造纸经济

林欧美黑杨面积达39.01万亩，严重

威胁洞庭湖生态安全。

2017 年冬，湖南沅江市南洞庭

湖区的砍伐现场，伐木工陈跃亲手砍

倒十几年前自己种下的欧美黑杨。湖

南在极短的时间里，砍掉了近300万

棵欧美黑杨。这些为造纸而种的“湿

地抽水机”已盘踞洞庭湖数十年。

“把这大片黑杨砍下，从洞庭湖

可持续发展来看，是关键之举！”西

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

局长梅碧球表示，“洞庭湖欧美黑杨

的历史就是发展与保护两股力量反

复较量的斗争史，现在保护的力量

终于胜利了！”

在改善生态的同时，湖南下大

力气减少对洞庭湖的污染。

造纸，一直是洞庭湖区的支柱

产业，也是污染大户。湖南痛下决

心，2018 年洞庭湖区全部制浆产能

和落后造纸产能退出，2019 年造纸

产能全面退出。

2018 年，河北一企业准备到洞

庭湖区的益阳市投资上百亿元建冶

炼厂，益阳市委、市政府拒绝了。对

这个传统农业大市来说，这个项目

对提升地方经济、财税、就业等均能

产生很多好处，选择拒绝，显示当地

政府保护环境的决心。

刮骨疗毒，清理血液，2018年洞

庭湖 11 个国控断面水质总体为轻

度污染，较前两年有好转。“长江之

肾”重获新生，未来令人期待。

根据日前湖南省出台的洞庭湖

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到 2020 年，

洞庭湖区水生态环境质量恶化趋势

将得到遏制。到 2025 年，洞庭湖区

供水安全全面保障，水生态环境质

量显著改善，生态系统良性发展。

“还洞庭湖碧水清波，还需久久

为功。作为洞庭儿女，我相信，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洞庭湖必将人水

和谐，再现盛景！”梅碧球说。

（新华社 史卫燕）

市民拨打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

反映诉求，热线工单从原来“市转

区、区转街道、街道转社区”，到如今

“市直转街道”，平均流转时间由 3

个多小时缩短为不到1分钟。

今年以来，济南市积极创新社会治

理和城市精细化管理，在165个街道办

事处全面推广市民服务热线“一单（工

作流转单）通达”机制，打通城市基层治

理“最后一公里”，快速响应和解决百姓

难事、急事，受到群众广泛点赞。

今年8月11日，超强台风“利奇马”

给济南带来大范围降雨。19时41分，

家住济南市市中区大观园街道办事处

三里庄5号院的市民孙女士紧急给

12345热线来电，反映院内突然停电。

接到诉求后，济南12345热线受

理人员采用“一单通达”方式，不到30

秒就将市民诉求转至大观园街道办，

街道应急办、城管科与社区负责人立

即赶到现场协调维修。22点53分，经

过维修人员近4个小时的冒雨抢修，

整个三里庄片区全部恢复通电。

“太快了，放下电话没一会儿维

修人员就来了。多亏他们及时把电

修好，即使刮台风，群众心里也踏

实。”孙女士说。

基层街道是快速响应群众诉求

最近的服务关口，也是城市精细化治

理的单元。在广大市民诉求日益多元

的形势下，如何高效便捷地服务市民

群众，成为城市治理的难点、痛点。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2008年正

式开通的济南 12345 市民服务热

线，通过整合城管、市政、工商、供电

等38条政务类公共服务热线电话，

实行 12345 一号受理，让市民拨打

一个电话即可寻求政府各项服务，

11年来已发展成为济南市民信赖依

靠的民生热线、暖心热线。

今年，济南市创新制度，再造流

程，在全国政府热线中率先推出“一

单通达”机制，让市民诉求第一时间

抵达基层一线承办单位，实现立接

立转立办，更迅速地为民排忧解难。

济南市政府办公厅巡视员赵国

钧介绍，济南市搭建“一单通达”网络

平台，在原来“市转区、区转街道、街

道转社区”的基础上，打破常规，由市

热线直接将市民诉求转至街道一线

办理，减少了此前向区县一级转单的

流程，大大节约了时间和行政成本。

依靠自主开发的“热线移动办

理”社区延伸手机客户端，济南各街

道办工作人员可通过系统直接将工

单发送至居委会、村居等基层热线

办理人员的手机上，使各社区人员

通过手机APP即时接收、办理、回复

热线转办事项。

市中区热线负责人谢明娜说，之

前区热线办要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热

线工单转办工作，人手不足、督办力量

不够。实行直转后，区级转办工单明显

减少，工单流转速度明显提升，原来的

转办员变成督办员，能把更多精力放

在重点难点问题的协调和督办上，有

效提升了热线办理效率和质量。

针对市民反复反映的问题，济

南市还加大督办力度，今年以来累

计督查督办热点难点问题 9.54 万

件，处置紧急事项6377件。

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强

说，“一单通达”快速响应群众诉求，

有力推动了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

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实现服务办

理便捷化、服务供给精细化，切实解

决市民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

热线工单“零换乘”，让数据多

跑路、群众和承办单位少跑腿。据济

南 12345 热线大数据统计，之前市

转区、区转街道的流程平均需要 3

小时 17分 39秒。“一单通达”后，受

理人员在接听完市民诉求后，实时

将工单自动转办，街道办事处不超

过1分钟即可收到热线工单。

“一单通达”架起了党委政府与

市民群众的“连心桥”。今年 1 月至

11 月，济南 12345 热线共为民服务

1253.5 万件次，其中市民建议、感

谢类诉求 8.6 万件，同比分别增长

41%、2.3%，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进

一步提升。 （新华社 王志 萧海川）

近年来，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针对生产生活用水匮乏的问题，依托地处华蓥山深处原有的龙滩水库，投资9亿多元实施扩容增量。项目建成后，不仅能解决山

下11万多人的饮用水问题，而且能补充7个乡镇5300多公顷农田的灌溉。该项目整个工程预计将于2020年底竣工。图为航拍的龙滩水库坝区。 邱海鹰 摄

陕西省加快推进
国家质检中心建设

新华社西安 12月 10日电（记者

薛天）记者 9日从陕西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获悉，陕西正在进一步加快推进

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设工

作。目前，陕西已建成运行“煤炭”“农

副加工产品”“过程仪表”国家质检中

心，此外还有 3家国家质检中心已进

入申请验收阶段。

国家质检中心是检验检测行业

的重要力量，对推动相关产品产业发

展、提升区域企业产品质量具有积极

意义。

目前，陕西省已经建成的国家煤

炭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西安）具备 85

个产品、208个参数的检验能力，其中

煤炭 29 个产品 104 个参数，油品 56

个产品 104个参数；建成的国家农副

加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拥有专

业实验室 21 间，实验室面积约 3000

平方米，通过实验室资质认证的产品

有 452 个，相关参数超 3000 个，能够

满足各类食品和农副加工产品的检

验检测服务需要；建成的国家过程仪

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陕西）能够开

展检验检测项目47项，涵盖765个参

数，主要涉及温度测量仪表、压力测

量仪表、成分分析仪表等 9大类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工作。

此外，陕西已申请验收的国家质

检中心还包括：国家煤及盐化工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石油天然气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水泥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铜川）。而国家半导

体照明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陕

西）和国家低压电器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西安）的建设工作也在稳步

推进中。

广西崇左至水口
高速公路通车
完善西南地区出边路网

新华社南宁 12 月 9 日电（记者

向志强）广西崇左至水口高速公路 9

日建成通车，这条边境地区的高速公

路将进一步完善西南地区经广西的

出边路网，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崇左至水口高速公路起点位于

宁明县亭亮乡，途经崇左市江州区、

宁明县、龙州县，终点位于中越边境

的国家一类口岸——龙州水口口岸，

且与规划连接中越两国的水口—驮

隆中越界河二桥相接。

据介绍，这一项目于2017年 6月

23 日开工建设，主线长 94.1 公里，采

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橡胶沥

青混凝土路面，设计速度为每小时

100 公里。项目建成通车后，从壮乡

首府南宁到龙州的行车时间缩短近1

个小时，将极大地提升区域互联互通

的水平。

龙州是革命老区，崇左至水口高速

公路的通车，不仅将加强内地省区与东

盟国家的互联互通，也对发挥老区区位

和资源优势、做大做强口岸经济、助力

老区脱贫攻坚等具有重要意义。

太原上线“智慧医保”
防止“以药换药”

新华社太原 12月 10日电（记者

马晓媛）记者从太原市医保局获悉，

作为国家首批医保智能监控示范点

城市，太原市加快医保智能监控系统

建设，近日，两大子系统“药品进销存

管理系统”和“生物识别实名就医认

证系统”上线试运行。

太原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药品进销存管理系统”主要部署在

市医保所有定点药店，可实现刷卡购

药结算和药店进销存数据实时调取

上传、处方药处方实时上传等功能，

能够有效防止串换药品、以药换药、

以物代药、刷卡套现等违规行为，实

现对定点药店药品进销存全过程实

时动态监管。

“生物识别实名就医认证系统”

主要部署在开展血液透析等非定额

门诊慢性病业务和有特殊药品处方

权的市医保定点医院，以及开通特药

购药的定点药店，可实现指静脉实名

认证、视频辅助过程监控以及相关申

请表、各类检验检查单和医师处方的

实时上传等功能，能有效地查堵冒名

顶替享受医保特定待遇人群等就医

购药违规行为，防止医保基金流失。

据悉，首批参与太原市医保智能

监控子系统上线试运行的定点医药机

构包括中铁十七局集团医院等3家试

点医院，以及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零售一部等3家试点药店。今后，将逐

步覆盖全市所有定点医药机构。

本报讯（记者 胡桂
芳）12 月 10 日，记者从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以下简称熊猫基

地）获悉，德国当地时

间 2019 年 12 月 9 日，

德国柏林动物园为在

该园出生满百天的一

对熊猫双胞胎举行了

百日庆典暨命名仪式，

这两只雄性幼崽分别

得名“梦想”和“梦圆”。

他们的名字寓意着心

想事成、梦想成真。据

了解，截至目前，“梦

想”和“梦圆”体重分别

为 6.3kg 和 6.1kg，身体

状况良好，已经开始尝

试 行 走 ，并 预 计 将 于

2020 年初向公众再次

展示。

2017 年 6月 24 日，

时值中德建交 45 周年

之际，根据中央安排，

成都大熊猫“梦梦”“娇

庆”从熊猫基地出发，

前往德国柏林动物园，

正式开启了中德双方

大熊猫国际科研合作。

2019 年 9 月 1 日，大熊

猫“梦梦”顺利产下一

对双胞胎熊猫幼仔，这

也是中德大熊猫国际

合作历史上首次迎来

大熊猫新生幼仔。

“梦想”“梦圆”诞

生后，在中德两方的共

同努力下，两兄弟的饮奶量、活动

量、排便量等各方面身体情况都十

分健康、良好。据介绍，2019年，熊

猫基地已先后与17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大熊猫科研合作交流，目前正

与日本、美国、西班牙、法国、加拿

大、德国、丹麦等 7 个国家进行长

期大熊猫国际合作科研繁育项目。

值得一提的是，大熊猫“梦梦”顺

利产下双胞胎后，熊猫基地所参与

的所有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研究

的国家和地区的适龄大熊猫都已

成功产仔。

成都地铁温情建设
诠释民生情怀

本报讯（记者 赵青）“成都地

铁的厕所都设在闸机外面，一旦刷

卡进了站，想要再上厕所，就很不

方便。”此前，一位网友在成都地

铁公众号上这样留言反映。如今，

这一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12 月

10 日，记者从成都轨道交通集团

了解到，即将开通的成都地铁5号

线大规模设置了站厅层、站台层

“双厕所”。

除了数量上的增加和布局上

的优化，成都地铁5号线还加大了

卫生间的使用面积，在周边有医

院、儿童乐园、大型交通枢纽的地

铁站内增加了独立母婴室。与此同

时，成都地铁5号线单独设置了有

紧急呼叫系统的无障碍卫生间。此

外，在成都地铁 5 号线的建设中，

更多“温情建设、以客为尊”的理

念还在落实——增设了30组无障

碍电梯；在出入口增设了夜间景观

照明，增强车站出入口夜间指引效

果；增设了32个过街通道，其中在

剑南大道沿线 9 个车站共设置了

11个过街通道，方便市民出行。

新华社贵阳12月11日电（记者

李黔渝）记者从贵州省医疗保障局了

解到，贵州将提高对贫困户的参保补

助标准，从2019年对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参保按100元/人/年的标准定额资

助，提高到2020年的120元/人/年。

为进一步方便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参保缴费，贵州在2019年实施的

2020 年度缴费工作中，贫困人口应

缴参保费用为 250 元，统一只征收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个人应缴的 130

元部分，财政补助的 120 元直接划

拨到医保基金专户。

贵州将多举措做好精准参保工

作。对新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实行动态参保，做到即认定、即参

保、即资助，确保相应待遇及时享

受；对已参保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通过基本医保信息系统实行身份动

态监测，动态标识参保状态。

在落实待遇方面，贵州将进一步

统一出院结账单，规范实施“一站

式、一单清”即时结报服务，确保群

众明白受益；完善全省异地即时结报

服务体系，开通电子、电话转诊等便

捷方式，进一步方便群众异地就医。

贵州省医疗保障局提供数据显

示，截至 10 月底，贵州省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看病就医补偿受益共计

1602.5 万人次，补偿资金共计 62.44

亿元，其中住院保障148.92万人次，

补偿资金55.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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