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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2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踏上老区苏区的红土
地，反复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
新桥乡党委书记严荣焱关注着总
书记每次老区苏区行的重要讲
话，深有感触，“对于老区苏区而
言，打赢脱贫攻坚战，除了政治责
任，更饱含着告慰革命先烈的特
殊意义。”

宁化县淮土镇禾坑村，当年
苏区扩红筹粮的标兵村，近年来
又成了精准扶贫的先行村。

“当年习近平同志在三明调
研时就要求‘真扶贫、扶真贫’，
2013年到湘西调研时又提出精
准扶贫思想。”淮土镇党委书记邱
华东说，2014年，三明市领导带
着大家一起琢磨，紧盯三个问题：
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

一项名为“348”的精准扶贫
机制先在禾坑试点，随后推向三
明全市：以“三步工作法”确定扶
持对象，以“四因四缺分类法”搞
清致贫原因，以“八种帮扶模式”
解决“谁来扶”“怎么扶”。

到 2019年，不仅禾坑，三明
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人均纯收入达 12441元。为
稳定脱贫质量，三明不仅建立了
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制，
还“自我加压”，将帮扶力量向农
村相对贫困家庭延伸。

如今，岭下已是当地小有名
气的示范村。优质稻、稻花鱼等
特色农业产业不说，红色旅游也办
得风生水起。黄炳茂家门口，21年
前红纸写就的老对联，如今换成了
木刻：“隔山隔水隔不断老区情谊，
好茶好酒好日子政策英明”。

只要值得就舍得
“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
当作自己的大事”

算一笔支出账，颇有意味。
2013—2019年，三明教育支

出从 35.31亿元增加到 64.24亿
元，年均增长10.49%；2011—2019
年，医疗卫生支出从4.8亿元增加

至13.8亿元，年均增长14.1%。二
者增幅，远比财政收入“跑得快”。

支出多与少，增幅快与慢，是
选择，也是理念。

三明为什么舍得？
“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

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
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
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
断创造美好生活！”党的十九大
上，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

“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
续。”这份人民至上的情怀，三明
人早已有深切体会。

“要牢牢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盼，真正
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人
民群众是主人，我们是公仆，维护
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是我们做好全部工作的着眼点；
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

三明人说，习近平同志11次
深入三明调研，“人民”二字讲得
最多，分量最重。

牢记嘱托，一以贯之。“人
民群众的事，只要值得，我们就
舍得。”在三明，同样的话，反复
听到。

车行市区，路过一处崭新校
园。当地人一旁介绍：这是今年
刚招生的沪明小学，去年12月动
工，今年9月就投入使用，解决学
位超2000个。

“不止一个沪明小学。”三明
市教育局二级调研员黄茂锋介
绍：为解决近年来冒头的大班额
问题，三明去年启动教育补短板
应急项目20个，新、改、扩建齐发
力，计划3年内增加中小学、幼儿
园学位 16795个。据测算，总投
入近16亿元。

从补短板应急项目，到实施
名师名校长培养工程，再到工作
绩效正向激励机制，三明近年来
“跳起来摸高”，让“穷”财政也能
办出“富”教育——这些年，三明
基础教育质量始终位居福建前
列，去年福建文、理科第一名和今

年理科第一名，都花落三明。
舍得投入，也得创新。
药品和耗材价格虚高，百姓

看病太贵，医保基金不堪重负，
三明以改革求解。从最初的治
混乱、堵浪费，到“医药、医保、医
疗”三医联动、“两票制”、“年薪
制”，再到如今的医保打包支付、
组建总医院、C—DRG收付费，三
明医改已迈入“以健康为中心”的
3.0版。尤溪县总医院党委书记
杨孝灯说得直白：“以前医院靠治
已病赚钱，现在医院注重治未病，
希望群众不得病、少得病。”

尤溪县西城镇麻洋村村民
曾繁辉，拿出了自家医疗账单：
爱人尿毒症，2015年医疗费 8万
多，自付超过3万；2019年医疗费
6 万多，自掏腰包的大约只有
3000块。2019年，三明全市人均
医疗费用1734元，还不到全国平
均水平的一半。

“一场医改，动了多少人的利
益，阻力可想而知，但只要是群众
得实惠的改革，阻力再大也要
干。”三明市委副秘书长、改革办
常务副主任郭亚兴说。

共建共享新三明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
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

万安像镇又不像镇。
楼房规整，配套齐全，幼儿

园、中心校、文体馆样样都有。有
模有样的小区生活，不似印象中
的小集镇。

这里也有粉墙黛瓦、小桥流
水，远处青山掩映蓝天——现代
化气息虽浓，也依然保留着割不
断的浓浓乡愁。

万安确实是镇，坐落于三明
将乐县。始于上世纪 90年代的
新村建设，让它日渐展开新颜。
新村建设历时不短，眼下依然是
“进行时”，政府却也“不紧不
慢”——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一批
一批引导，不搞突进式运动。

万安村村民李宁，今年 2月

在镇上买地建新房，政府提供户
型图、结构图，全程帮忙办理建房
手续，建房过程中还有专业人员
监管，把好质量关。

“配套好，管理好，环境好。”李
宁说，住在这里既舒心，又安心。

2002年 6月，时任福建省委
副书记、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来到
万安镇调研，要求建好新村，让群
众切实感到奔小康给他们带来变
化，使农民实实在在觉得生活水
平提高了。他叮嘱当地干部：“建
新村要分类指导，要根据群众的
意愿、经济水平，做到建新和改旧
相结合，改旧要实在，不要搞表面
文章。建新村在设计上布局要
好，单体设计既要适应农村生活
方式，又要有现代化气息……”

这段话，如今就挂在万安镇
规划馆里。镇党委书记黄小君一
字一句介绍后说：“习近平同志的
这些要求，和如今的乡村振兴战
略一脉相承，是万安新农村建设
的根本指针，也是我们不断追求
的工作目标。这些话始终提醒我
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的
落脚点在人民。”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
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三明
发展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

全国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
起步于三明，起点就在三元区富
兴堡街道东霞社区。

当年，多家单位家属楼组成

一个“大家庭”，大家有事商量着
办，创造了“好在共建、贵在坚持、
重在建设”的三明经验。30多年
过去，共建共享的内涵不断丰富，
小区虽老旧，氛围更融洽。搬来
社区35年，老住户李聚闽感慨地
说：“在东霞，意见有人听，困难有
人管，事情商量着办，小区硬件虽
旧，但人情味足，住得舒心。”

“要以二次创业精神来推动
精神文明建设上新水平。”习近平
同志的指示，三明人记在心里，
干在实处，以民生建设为载体，以
长效机制为保障。“满意在三明”
的口号传承 30多年，如今更响
亮。眼下，一款“e三明”APP成了
三明人手机里的“新时尚”。群众
的建议、投诉、求助都能在指尖上
完成，相关职能部门有问必答，限
时办理。人人都是监督者，人人
都是参与者，人人都是主人翁。
据统计，“e三明”上线一年多来，
实名认证用户超 100万人，受理
群众反映事项23万多件。

精神文明的种子由城到乡，
如今遍撒三明，开花结果。尤溪
县半山村，乡村旅游办得红红火
火。村内漫步，记者发现许多商
铺无人值守，购物付钱全凭自
觉。“没啥大惊小怪的，诚意、诚
心、诚实，是村里现在弘扬的新
风尚。”村支书林上斗笑着说，
“其实，村里最美的不是风景，是
人心。”

群众的笑脸最美群众的笑脸最美

三明洪田镇一家毛竹加工企业车间内三明洪田镇一家毛竹加工企业车间内，，工人在生产竹板材工人在生产竹板材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三明永安市洪田镇湍石村村民在查看毛竹长势三明永安市洪田镇湍石村村民在查看毛竹长势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