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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率稳定在98%以上——
“住院 12天，只花了 1000多元

钱！”市人民医院医保结算大厅，刚
办完出院手续的仇玉兰一边说，一
边拿出出院结算单，给记者算起了
细账。

76岁的仇大娘因慢性肾功能
不 全 入 院 ，住 院 12 天 总 花 费
29590.14元。出院后，基本医保报
销 18185.72元，居民大病补偿保险
报销 5693.96 元，医疗救助补偿
3808.51元，自付1901.95元。

让仇玉兰受益的是七台河市
保障水平不断升高的基本医保体
系。“十三五”期间，七台河市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55.58 万
人，参保率稳定在 98%以上。城乡
居民在二级以上医院住院报销比
例提高到了 70%，城乡居民在乡镇
医院住院报销比例提高到了90%。

对于农村贫困人口来说，通过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
重制度精准保障，实现应保尽保，
有效避免了因病致贫、返贫。

百姓看病少跑腿——
看病难，难在哪？难在就诊挂

不上号，难在就医要跑远路，难在
专家不好找……

近年来，七台河市持续推动医
疗改革，更多医疗资源向基层有序
流动，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
质服务。

“不出村就能享受市人民医院
专家免费的医疗服务，放在以前，
想都不敢想。”勃利县大四站镇开
发村村民聂井仁感慨地说。

聂井仁患有冠心病，原来隔三
差五就得跑一次市医院，心脏不舒
服，出行不便，还得让家人陪着，劳
神费力。

“现在好了，市人民医院专家
半个月左右就会来村义诊一次，按
照专家的诊疗建议买药吃药，不用
再跑市里了！”老乡们对义诊服务
赞不绝口。

目前，七台河市已有 5家二级
以上医院开设了 18个基层名医工
作室，多名主任医师轮流出诊；市
人民医院连续多年派驻高年资医
师和管理人员对口帮扶勃利县人
民医院，开展技术讲座、指导手术、
组织危重病历讨论等；市人民医院
远程会诊中心对全市130家基层医
疗机构开展了远程会诊和远程培
训，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享受
到三级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

冬日煤城，暖阳高照。桃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前，崔彩红刚量
完血压，患有糖尿病的她经常来服
务中心常规检查。

2014年，桃北社区新建了卫生
服务中心，设有全科诊室、儿保诊
室、彩超室等9个门诊科室，开设床
位 16张，配备了彩超机、心电图机
等诊疗设备，基本能够满足辖区群
众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
病的诊疗工作。

“以前有个头疼脑热，要去医
院排队挂号，等的时间一长，我这
身体就吃不消。”67岁的杨志琴也
是这里的“常客”。

杨志琴说，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护人员既专业又亲切，每次
来检查都像到家了一样温
暖。

“家门口就能看医生，这
样的老年生活甭提多幸福
了。”杨志琴欣慰地说。

百姓健康
小康添成色

□文/解洪旺 梅中石
本报记者 文天心 潘宏宇

摄/本报记者 邵国良

“都说小寒胜大寒，来到关东雪村只顾
欢乐无限嗨。”1月 5日，小寒时节，游客们
走进七台河市茄子河区铁山乡四新村，沿
街红灯笼，到村民广场和村史馆处处看看，
再到特色民宿家家转转，尝尝四新村的铁
锅炖大鹅……

所有遇到的村民都是热情导游，最权
威的还要数村支书朱孔满：“关东雪村”能
确定在铁山乡四新村是缘于这里的优越地
理条件。

朱孔满介绍，四新村地处完达山余脉，
境内湖光山色，四季风景秀丽。年降雪厚
度达 60厘米，雪随物形，千姿百态。为打
造冰雪乡村旅游精品，突出“关东雪村”主
题，在市区两级政府大力支持下，在巩固人
居环境建设成果基础上，兴建餐饮民宿、年
货大集和冰雪娱乐运动等项目，建成集

“游、玩、吃、住”为一体的近郊乡村生态休
闲旅游景区。

游在四新 赏雪村美景

依托自然降雪，将全村融入雪景之中，
800平方米的农民公园，亭台楼榭，树挂晶
莹。全村 426户农户挂出千盏灯笼，与灯
光会场主题灯会交相辉映。欢乐中国年、
年夜饭、连年有余、新年钟声等新年主题彩
灯突出了关东年味年趣，以花开盛世、春色
满园、凤舞花开等迎春主题彩灯与冬雪环
境反衬出鲜明色调，拨浪鼓、童趣世界等板
块主题彩灯最吸引孩子眼球；冠军魅影主
题彩灯弘扬七台河“敢为人先、勇争第一”
的冠军精神。“白天看景、夜晚看灯”，让人
流连忘返。

玩在四新 享冰雪激情

四新山庄以四新水库南岸往下精心打
造了占地 4万平方米的冰雪项目娱乐区，
设置了雪滑梯、雪地转盘、雪地爬犁、雪地
卡丁车、雪地摩托、雪地足球、冰壶等40余
项冰雪项目。据四新山庄的颜丽介绍，从
市区来的公交车每小时一趟，每天还有从
万宝开出的免费直通车，让游客络绎不
绝。雪滑梯、越野拖拽成为游客必选项目，
家庭组合逍遥车和雪地足球最受团队欢
迎。无论男女老少均可在这里尽情享受冰
雪运动带来的乐趣，绽放心中的激情。

吃在四新 品乡村佳肴

以“笨”字号绿色食材为主，全村共建
成6家特色餐饮，日可接待游客500人。主
要经营大鹅、笨鸡、鹿肉、水库鱼等乡村美
味，蘑菇、木耳、蕨菜等山野食品，大豆腐、
小豆腐、黏豆包、大饼子等农村特产，让游
客的味觉返璞归真，吃得自然健康。

四新山庄以鲁菜为宗结合当地特色改
良而成的关东菜近 100种，烧烤类的羊肉
串、烤全羊以食材地道、口味鲜美堪称当地
一绝，锡纸烤土豆、烤地瓜、烤鹅蛋等小烧
烤零食也随着冻人指数不停热卖。

刘超与吕淑清夫妇原本是村里第一批
经营大棚的农户，从3栋棚室增长到13栋，
足见夫妇俩的勤劳经营有方。“关东雪村”
筹备紧锣密鼓之际，夫妇急转舵，又经营起

老刘家餐饮民宿。招牌菜杀猪烩菜以五花
肉、大骨头、血肠、血筋、酸菜搭配起超大码
上桌，再配以锅塌土豆丝、冻白菜萝卜蘸农
家酱等佐菜，还有烫热的四新小烧酒，一桌
农家饭能从中午热腾腾吃到彩灯绽放，正
好下桌后去观灯，晚上玩累了，还有东西屋
两铺大炕供休息。

住在四新 忆关东往事

四新村人居环境整治走在了全市前
列，被评为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村
史馆里展示着全村生产生活变迁的历史，
承载着乡思乡愁。以“政府主导+企业牵
动+农民参与”的方式，全村已成立 6家民
宿，可为70人提供居家式旅游服务。民宿
配备传统的火炕、锅灶、炕衾等民俗器具，
游客可享受“盘坐火炕喝老酒，举杯畅饮唠
家常”的生活。村内还设有关东文化演绎
区和农特产品关东大集，方便游客体验农
村饮食起居，感受传统文化，采购特色产
品。

启航培训学校当天找上门，跟朱孔满
说要在村里开展冬令营活动。一通电话，3
家民宿解决了住宿问题，村史馆、雪地足球
等多元要素迅速进入筹备，连村支部的会
议室都按时整合进来搞活动。

四大亮点 促冰雪旅游

“关东雪村”自运营以来，全村进行网
格化管理，严格按照防疫要求进行防控，景
区内设立隔离间，按照预约、错峰的要求对
进入景区的人员设立安全距离，并结合最
大入园量75%的要求限制进入游乐区的人
员数量，切实做到活动与防疫两不误。

今年七台河市的冰雪旅游活动在融
合发展中呈现出四大亮点。首先是注重
冠军文化与冰雪文化的深度融合，以“冠
军城乡溢冰雪、关东雪村亦豪情”为主题，
以四新村为主场打造关东雪村风貌的引
爆点。其次，注重文化大餐与旅游盛宴深
度融合，打造文化+旅游+冰雪+体育的闪
光点。其三，注重冰雪体验娱乐性与激发
群众参与性深度融合，冰雪游乐项目多点
开花，增强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打造冰
雪产业和群众体验的兴奋点。最后，注重
政府搭台与群众唱戏深度融合，突出为民
办节，服务百姓的宗旨，打造民生福祉的升
华点。

“十四五”开局之年，七台河市将以培
育和发展冰雪娱乐、乡村旅游品牌为切入
点和突破口，引领冰雪旅游产业不断发展
壮大，使冷冰雪变热活动、冷季节变热时
节、冷资源变热经济，推动冰雪文旅事业向
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把全市打造成运动
休闲之城、乡村休闲游打卡地。

四新村如何打造
“关东雪村”

倾力投入保民生倾力投入保民生
件件实事惠百姓件件实事惠百姓

□王达 本报记者 文天心 潘宏宇

看病不难、养老便利；民生工程、处处暖心……
近年来，七台河件件实事惠百姓，倾力投入保民生，不断汇聚起

煤城人扎扎实实的幸福感，一座绿城正迸发勃勃生机。

美丽的校园（资料片）。 李金昌摄

回顾夏日里，站在桃山水库
主坝放眼望去，七台河市这座盛
产焦煤的“煤炭之都”如今山水相
依，碧波奔流。

倭肯河全长 346公里，是松花
江右岸一级支流，有 169.4公里在
七台河市境内。曾经，倭肯河污
染重、河障多、环境差。

如何回应老百姓对良好生态
环境的期待？

2018 年以来，七台河市加快
了倭肯河综合治理的步伐，拆违
清障，建设堤防，修复岸带。

“前两年水可大啦，要是没有
这条新修的大堤，我们这里就得
被淹！现在有大坝护着，心里踏
实。”家住新兴区北岸新城小区的
市民龙云婷激动地说。她所说的
大堤正是倭肯河七台河市城区段
治理工程的一部分。

实现“河畅”只是倭肯河综合
治理迈出的第一步。如今，倭肯
河综合治理已经向着“水清景美”
的目标继续进发。

2019 年 7 月 31 日，桃山湖坝
下综合治理项目正式开工。

七台河投融资公司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邓海峰介绍，桃山湖坝
下综合治理项目依托倭肯河防洪
工程，以主河道为中心水轴，将南
北两条主路打造成以冰雪文化、
冠军文化为核心的复合景观廊
道，并结合湿地功能分区建设“一
湾五海”六大景观，为市民提供更
多休闲娱乐之处。

不久的将来，七台河的居民
可以在“冠军湾”里驻足，在“万塘
苇海”中穿梭，在“十里花海”里徜
徉，在“千岛湿地”中探索，在“丘
海花园”里寻觅，在“渔海野营”中
遨游……

生态改善，究竟能为城市注
入怎样的能量？

2020 年的一个夏日午后，倭
肯河的支流万宝河穿城而过，阳
光打在经过治理的河水上泛起粼
粼波光。临水而伫，河道两侧绿
植摇摆，河畔深处传来阵阵琴声。

桃山区住建局局长张国安
说，万宝河没有治理之前，沿河分
布着城乡居民和畜禽养殖区，生
活污水和养殖场污水都直排到河
里，河道最窄的地方不足5米。

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清洁美
丽的河，凝结着人民群众的热切
期盼，也成为了全市上下的发展
共识。

2018 年，七台河市委市政府
成立了倭肯河综合整治指挥部，
现场测绘、挂图作战、紧盯清障拆
违进度表。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投资约
1.5亿元的万宝河综合整治工程全
面竣工。

每到夏天，落日余晖下，景
石、瀑布、凉亭令人陶醉，沿岸散
步的市民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曾
经的臭水河摇身变成了休闲好去
处。

“环境好了，河边几栋新楼都
售罄了，附近又新建了公厕，老年
人遛弯更方便了。”65岁的桓浩
添是海天家园小区的老住户。看
着整治后的万宝河，老人十分感
慨：“咱七台河一年一个样，我真
是赶上了好时候啊！”

绿色生态
城市会呼吸

回想 2020年，8月末的施工
工地，热浪滚滚。

塔吊林立，摇臂挥舞，保中学
校等重点新建教育设施工程现
场，抓进度、抢工期，工人们的汗
水汇成一条银色的丝线。

总建筑面积 35000平方米、
总投资1.3亿元的保中学校，是省
百大项目之一，也是七台河市区
内首个中小学一体的九年一贯制
学校。建成后，将拥有全市目前
教育系统内最大的学术报告厅、
艺体馆、体育看台、田径场地。

近 5年来，七台河市不断夯
实教育基础，保中学校主体工程
完工，市区11所学校操场完成硬
覆盖，新建改建公办幼儿园 12
所。

七台河市第五小学教师王艳
立对用智能触摸一体机讲解古诗
《饮湖上初晴后雨》感触颇深：图
文并茂，音画交织，同学们轻点着
头，沉醉在诗人描绘的水光山色
之中。

“现在和我刚教书那会儿，可
是天壤之别。”谈起教育发展的新
变化，王艳立说，“原来我们上课
就是一支粉笔、一块黑板，现在都
是信息化教学了。与传统课堂教
学相比，信息化课堂参与性、互动
性更强，讲解知识更加方便、高
效。”

截至目前，七台河市已投入
7852万元用于“用信息化统领城
乡一体化”改革，实现了全市
1050个班级触摸一体机全覆盖，
名师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共享，为
解锁未成年人教育“优质均衡”难
题配出了一把“信息化钥匙”。

城区学校跑出了教育发展的
“加速度”，农村学校办得怎么样
了？还是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
本教材打天下吗？

走进新兴区长兴学校，校舍
温暖明亮；少年宫里，书法室、国
画室、舞蹈室一应俱全；宽敞的食
堂、洁净的水冲式厕所……很难
相信这只是一所普通的农村学
校。

“我家住勃信村，坐大客到学
校要20多分钟，我可盼着能住校
了。”初三学生于子航是第一批搬
进新宿舍的学生之一。

2020年，长兴学校宿舍楼建
成，35名或住的偏远或留守在家
的孩子有了免费的温暖“小窝”。

“学校宿舍干净、舒适，住宿
不收钱，一年能省三四千元呢，晚
上还有老师辅导作业，能住校可
太幸福了。”于子航腼腆地笑了
笑。

“如今，我们的孩子享受着和
城里学生一样的教育资源哩！”长
兴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杨云发
笑弯了眼。

扩容提质
教育更公平

“甜！”舀起一杯清水一饮而
尽，桃山区花园社区居民耿桃非
常激动：“以后再也不用为水质好
坏担心了，想到这就特开心。”

2018年 9月 16日，是七台河
人民的“大日子”。历经4年多建
设，10亿元投入，七台河市“一号
民生工程”——城市供水工程完
美收官，清澈优质直饮水进入百
姓家。

七台河市曾是一座缺水的城
市，供需矛盾突出，城市供水问题
成为了七台河市委市政府下定决
心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2011年初，七台河市委托省
水利厅及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对全市缺水情况进行评价，
并就解决居民供水问题制定最优
方案。

2013年11月，七台河市供水
工程被省政府列入 2014年“十大
民生工程”之一。

经过不懈努力，2014年10月
18日，七台河城市供水工程正式
开工。从那天起，七台河广大市
民的心就和这项“一号民生工程”
紧紧连在一起。

作为市民代表，王邦勤参加
了 2018年 9月 16日的通水仪式，
直接饮用了新制备的自来水。“感
觉特别甘甜，我对新水源很放心，
家里的净水机可以撤了。”

水为什么会这样“甜”？
七台河市供排水总公司水厂

水质监测中心化验员孙艳给出了
答案：“我们每天都会对出厂水进
行9项日常检测，新水源的色度、
浊度数值明显降低。这几项指标
低，说明新水源的水更加清澈，更
优质。”

七台河几任市委市政府班子
立足发展、顺应民意，带领七台河
人民协同作战，在全国率先实现
了自来水可直饮全覆盖目标，交
出又一份厚重的民生答卷。

“如今的直饮水，不用澄清、
过滤，可以直接洗菜做饭，再也不
用为吃水的事儿发愁了。”水质的
好转，为家住桃山区租赁站家属
楼的朱丽君的晚年生活更添了一
份幸福感。

优质水引进来，还要打通进
入千家万户的“最后一公里”“最
后一米”。

七台河市对供水管网、供水
设施、进户管线等进行了全面升
级改造，建设智慧水务工程，持续
提升服务水平。

“父母年纪大了，腿脚不方
便。”银达雅居居民韩斌说，“如
今，关注公众号就能交水费，再也
不用跑远路了，省了不少事儿。”

通水通心通未来。这是民生
水，也是幸福水，广大市民翘首以
盼多年的“好水”喝起来真甜，感
觉真美。

清澈水源
生活增幸福

改造后的万宝河成景观河改造后的万宝河成景观河（（资料片资料片）。）。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邵国良邵国良摄摄

便民医疗进社区（资料片）。申玉冰摄

快乐少年。

兴高采烈的游客。

四新山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