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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2010年8月5日，徐健作为江

苏省首批6名援青干部之一来到贵南县。贵南

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余军民在接受本报和新

华日报社、省电台、中国江苏网等新闻媒体记者

采访时说，他与贵南县县长扎江于4日到海南

州迎接徐健时，人还未下车，徐健已认出扎江县

长。原来，徐健已从网络上对贵南的地理环境、

民风民俗等方面做了功课。他们感慨地说，徐健

是位有心人。

徐健他们在赴青海前，江苏省委十分明确

地对他们说，你们6名同志是我省首批援青干

部，尽管你们来自不同的市或县，但你们不是代

表你们所在的市县，而是代表江苏省援建青海

省的。因此，来到青海后，他们深感肩上的压力

较大。同时，当地社会各界对援建工作也寄予极

大的期望。

赠鱼 不如授之以渔

徐健担任贵南县县委常委、副县长。他上任

时间不长，贵南县沙沟乡发生了严重的泥石流

灾害。徐健在当地干部的陪同下，第一时间赶赴

受灾地区了解受灾情况。徐健对记者说，那次到

灾区后，除了看到自然灾害给当地的桥梁、道

路、房屋等基础设施造成的严重损坏之外，更是

亲眼目睹了当地农牧民的生存条件十分简陋。

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强烈地撞击着心房，徐健

暗下决心，一定要帮他们改善生存环境、提高生

活质量、尽快富裕起来。

徐健在赴青海前，曾担任我市卫生局局长和

乡镇党委书记多年。他深知，乡村干部是带领村民

发展经济的重要力量，而贵南县地广人稀，一个村

的地域，比我市的一个乡镇还大许多。因此，村干

部的政策水平、思想观念等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

的工作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徐健在深入调查了解

的过程中，感觉到当地村干部的眼界不够宽广、工

作思路比较狭窄。于是，他“牵线搭桥”，让家乡高

邮与贵南结为友好县市，安排贵南县近90名村

干，分两批到我市观摩学习农村经济建设。

余军民感慨地说，通过这两次学习，贵南的

村干们不但开阔了眼界，学到了致富的技能，更

重要的是带回来沿海地区发展经济的全新理念

和思路。

贵南县茫曲镇加土乎村村支书赵昌义在我

市培训时，我市乡镇强力推进高效规模农业建

设增加农民收入的举措，给他启发很大。回到家

乡后，他带领一帮人以合作社的方式，建起了

20个（共40亩）第五代蔬菜大棚，种植黄瓜、茄

子、油桃等，并且有100多名村民入社打工，学

习大棚蔬菜种植技术。村民就近打工，又照顾了

家庭，这对构建和谐社会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现在，贵南县已建成生

态畜牧合作社10个、农业合作社3个、藏绣（贵

南）合作社1个、蔬菜大棚合作社1个。这对有

39个牧业村、36个农业村的贵南县而言，发挥

了先导示范的作用。

援青 从关注民生做起

徐健在从政之前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他来

到青藏高原的贵南后，无论是从职业的敏感，还

是从援青干部的责任感出发，都使他格外地关

注当地人民的医疗卫生状况。一次，他到塔秀乡

卫生院走访，发现诊室房屋十分破旧，医疗设备

十分简陋，远远不及沿海地区的村卫生室。徐健

说，这里的一个乡镇卫生院要负责1万多人的

医疗，而且，这里的医疗卫生工作主要靠医务工

作者去巡查，因为当地老百姓很少主动求医问

诊。由于地域广阔，半天时间出诊，能诊治一二

名病人就已经很不错了。

徐健对塔秀乡医疗卫生条件的落伍十分着

急。他向扬州发改委和扬州红十字会等部门、单

位求援，为当地争取到资金70万元。在7月底，

塔秀乡卫生院内科、外科等门诊室的用房已开

工建设（由于当地每年只有4月至10月能够施

工建设，这项工程将于次年竣工）。

老百姓看病难，这对徐健而言，是一个再熟

悉不过的话题了。因此，让老百姓“花小钱，看好

病”是徐健的从政理念之一。在高邮担任卫生局

局长期间，徐健为此付出过努力，并得到主管部

门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徐健在贵南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的有力支持

下，大力弘扬藏医事业，力求让藏民能够享受藏

医这个传统医学提供的费用低廉、疗效独特、简

单快捷的医疗服务。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贵南县

实行了一次医疗体制的革新，实现了县有藏医

院为龙头、乡有藏医师为骨干、村有懂藏医的乡

村医生为基础的三级藏医药网，实现藏医药在

全县的全覆盖，有效地缓解了当地人民看病难、

看病贵的现状。

2011年，贵南县在青海省以首批第一名的成

绩被国家卫生部命名为全国农村中（藏）医药工作

先进县，这也是贵南县获得的第一个“国”字号先

进单位的“金字”招牌。另外，这两年徐健还组织贵

南县9名医务骨干人员来我市人民医院和中医院

进修，他们在邮期间还参观了送桥、菱塘等乡镇卫

生院，让他们在提高自身专业技术的同时，也了解

医院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发展思路。

教育是一个民族走向幸福的阶梯。深谙此

理的徐健来到贵南不久，就主动结对帮扶3名

藏族贫困家庭的学生。徐健也知道，仅仅依靠个

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他联系我市教育部门，为那

里的 100名贫困学生解决 3年的在校生活费

用。徐健去年还争取到江苏援助海南州专项资

金中的600万元，为贵南县政府所在地建设了

一所设施一流的幼儿园。贵南县教育局副局长

沈月珍说，只有接受教育的孩子，才能走出闭塞

落后地区去摘取幸福甜蜜的果实，从而改变一

穷二白的命运。

徐健对口援建贵南已整整两年。他刚到贵

南半个月，体重下降4公斤。身体迅速消瘦提醒

徐健，没有一个好的体魄，怎能在此完成3年的

工作任务。他以极大的毅力和动力，在较短的时

间内克服了高原气候关、饮食关和语言关。

家乡媒体的记者在与徐健告别时，他以调

侃的口吻问道，你们是否感觉到这里的空气非

常新鲜，就是氧气太少；这里的阳光灿烂，就是

紫外线太强；晚上星光璀灿，就是觉睡不着。

徐健还一再告诉家乡媒体记者，海南州是

黄河、长江、澜沧江“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和青海

湖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这里的干部群众为

了保护黄河、长江、澜沧江中、下游流域的生态

环境，让下游的人民能够喝上干净清洁的水，一

直致力于保护当地植被不被破坏、环境不遭受

污染，主动放弃发展工业和扩大畜牧业。青海人

民为我们江苏等沿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作

出了重大的奉献。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奔腾不息

的千里长江连接着江苏与青海的血脉，并将永

远续写着两地人民的诚挚情谊。 任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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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镇创先争优活动纪实
□马晓颖 殷朝刚

高邮镇党委在开展创先争优活

动中，以“干不到一流就是失职，争

不到第一就是落后”的理念，情系民

生，力促发展，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奋

力争当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跨越发

展的主力军,连续两年被市委市政府

表彰为经济工作综合考核标兵单

位。

谱写社会“和谐曲”

为让党员在一线带头，让干部

在一线干事，高邮镇党委围绕市

城建“双十”工程，先后配合做好

了 S237、净土寺塔广场、大小淖河

整治、通湖东路商业用地、通湖路

海潮路东延以及屏淮路与通湖路

交叉口等城建项目的征地拆迁和

矛盾协调工作，保证了市城建重

点工程的顺利推进。与此同时，在

村、社区全面推行“一委一居一站

一办”的管理模式，通过多种方式

加强阵地建设，分期分批建成“一

站式”社区便民服务中心 10个，

创成全国和谐社区示范单位 1

个、省级和谐示范社区 3个；落实

大城管格局，实施“五位一体”管

护模式，城乡环境明显改善。为持

续推进“平安、综治、法治”建设和

信访“两员”队伍建设，高邮镇深

入开展“三项排查”和“无诉社区”

创建活动，实行重大事项风险评

估、居民听证会、社情民意日记制

度，不断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妥善

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群体

性矛盾，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

满意度不断提升，被省委、省政府

表彰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

位，并被扬州市委、市政府命名为

“安全乡镇”。

唱响民生“幸福歌”

让人民满意是创先争优活动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高邮镇积

极实施农村中小学“四配套”工程和

区域教育现代化工程，完成了文游

小学改造工程，启动宝塔小学扩建、

城北中学迁址和武安中心小学异地

新建工程。修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

个、农村基层卫生服务站2个，农村

卫生服务站实现全覆盖，农村大病

统筹参合率达99%以上。与此同时，

高邮镇还规范实施扶贫攻坚、社会

保障、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关爱、

百户结对帮扶、就业再就业等一系

列关注民生工程，全面实施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职工和城镇居民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覆盖面不断扩

大，农村大病统筹实行即看即报和

住院补偿制度。

奏出党建“交响乐”

宣传“抓”出特色。每逢重大节

日和相关活动坚持宣传先行，并在

党报刊登专版宣传。按期举办周末

学堂，党员干部自选“菜单”，积极打

造学习型机关。开展“小手牵大手”

文明创建宣传、评选“百家文明新风

户”等系列活动，大力提升群众文明

素质。在全市首创社区建设工作指

导员制度，指导社区党组织规范组

织生活，社区党组织换届全面推行

“公推直选”。全面实施村党组织和

村党组织书记星级化管理，最大限

度调动了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创造

性。采取“3+1”结对培养模式助推

大学生村官成才、成长、成熟，为他

们提供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积极

实施人才强企、人才强镇战略，华

富公司孙克宁、日兴公司蒋建新分

别获省“双创”人才资金奖励。率先

开通“党务公开”网站，推行电子触

摸屏、插袋式“五类一体三公开”，

“党务公开”成为纪检特色品牌。该

镇还建立了农村“三资”管理网上

电子监督平台，先后出台公务用车

改革工作实施意见及机关经费管

理暂行规定，使廉洁从政成为全镇

党员干部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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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水思源
□ 任仁

记者7月中旬参

加了由省委宣传部组

织的“江苏媒体海南

行”采访活动，对从孩

提时代就耳熟能详的

成语“饮水思源”有了更为现实、直接、真切的

认知。

此次采访活动行程为江苏省对口援建青

海省的海南藏族自治州及下辖的5个县。海南

州位于青海省牧区与东部农业地区的连接地

带，居于“三江源”（黄河、长江、澜沧江）生态保

护区和“青海湖”自然保护区的腹心区域，是

“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区对维护

西北地区乃至全国生态平衡至关重要。

每年的七月、八月是青海的黄金季节，然

而那里空气的含氧量只有70%。而且，气温仍

然偏低，阴雨天穿冬衣不足为怪。一日清晨，

记者在兴海县与一位年过半百的居民交谈：

“黄金季节自然条件尚且如此，那么冬天就更

冷了。”他接过话茬说：“天冷好啊！那就会雨

下得多、雪下得厚。这

样，下游的人们就不

会缺水了。”

顿时，“饮水思

源”这个成语典故在

记者的脑海中激荡回响。我们通过短短几天

的采访得知，海南州及青海人民为保护“三江

源”植被不被破坏和遭受污染，他们不再扩大

畜牧业，并且放弃发展工业（贵南县工业为

零）。而受益于长江之水的江苏人民，理应有

责任、有义务对口援建为我们的经济快速发

展而作出奉献的青海人民。

饮水思源，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对口援建青海的海南藏族自治州45万

同胞，江苏儿女匹夫有责！

一次青海行，一生青海情！记者愿与对

口援建青海的大军同行，愿与生活在“三

江源”的人们

同呼吸、共命

运。

江苏新闻媒体记者在青藏高原留影。

徐健与他资助的藏族学生（图片

由贵南县教育局提供）

我省援建的贵南“格桑”幼儿园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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