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王晓景
30年前，父亲因一场意外，大腿股干

骨骨折，本地医院无法手术，几经辗转送
到了离家几十里地的原郾城骨科医院，家
人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在农村，一个壮年男人要用肩扛手提
维持上有老下有小的生计，碰到伤筋动骨
的事，总是大意不得。父亲住院的那段时
间，对于从未出过村子的孩子来说，郾城
是仅次于北京、上海的遥远所在。那里的
医院就像一道光，驱散了笼罩在家里那种
惶恐不安、哀伤愁苦的情绪。

此后多年里，父亲每每提起那场事
故，提及他复原如初的伤腿，总是感慨原
郾城骨科医院的医疗技术好，让他康复后
仍能继续做伐木工、做建筑工，供养孩子
上学。每次坐城乡公交车到漯河办事，总
会在途中遇到拿着 X 光片，或用绷带吊着
胳膊的乘客对司机说：师傅，到骨科医院
停一下。那个站牌，总让我微微悸动，莫
名地想去走近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市骨科医院
70周年院庆时，我有幸跟随市文艺评论家
协会到如今的市骨科医院采风，终于可以
以旁观者的视角来看这所医院了。

市骨科医院在海河路的西段，老远就
能看到楼上竖着的牌子，院内有护栏隔开
车辆进出的不同路径，院内水塘内浮着几
株睡莲，叶片翠绿圆润，道路旁树木错落
有致，花开正艳，馨香扑鼻，无形中软化
着医院的冰冷，给人无比柔软的感觉。

门诊大厅，人来人往，却井然有序。

身穿红色马甲、头戴白色燕尾帽的志愿者
或在自助机前帮助患者挂号，或在服务台
前认真为患者提供指路导诊服务。一台钢
琴无声地的立于大厅一角，听说有志愿者
定期或不定期前来义务演奏，当舒缓流畅
的音乐成为医院人声鼎沸的背景时，我
想，再疲惫焦虑的心，那么一小会儿也能
被安抚。

该院党委书记韩红军向我们介绍了医
院的管理模式、医疗服务、业务建设和科
研教学等方面的情况。让我颇感意外的是
在创新管理模式中，市骨科医院在全市卫
健系统率先引进“品管圈”和“5S”管理
工具。或许是之前从事过HR的缘故，我对
源于企业管理模式的“品管圈”“5S”管理
工具并不陌生，明白这对改善医院环境、
提升患者满意度、激发工作人员潜能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路行来，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护士的
微笑，采风的朋友手机、相机并用，只为
拍下她们的笑脸。很少在其他场合看到这
发自内心的笑，如春之雨露，似花和暖
阳，即使有的护士口罩遮住了脸庞，眼睛
里还是透出如漾的笑意。她们在各个病房
穿梭，给患者换输液袋，吸痰、喂饭、梳
头、翻身……柔软的身躯有着不同常人的
坚定，细腻纤巧的双手传达出无尽的关爱。

换上绿色无菌衣，戴上蓝色手术帽和
蓝色防护口罩，在护士长的带领下进入手
术室时，一种“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
敬畏感油然而生。手术室的走廊整洁悠
长，物品器材摆放有序，全省首台“天

玑”骨科手术机器人严阵以待。走廊两侧
是一个接一个的手术室，透过门上的四方
透明窗，全神贯注的医生在无影灯下正深
入人体最核心的地带，“勾垂钻凿，钳拧钉
撬”，在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微小空间，干
着挥汗如雨的精细活儿。在手术室外的
我，如看一场无声影片，没有快慢镜头或
剪辑处理，没有动情的台词演绎，却是真
实触动人心。

手术室外的病房内，我们见到康复期
的患者。有肘内翻矫正术后的3岁男孩儿，
胳膊上没有狰狞的刀口，若不细看，完全
会以为是轻微擦伤后正在痊愈的伤疤。护
士长告诉我，这是美容切口，随着孩子长
大，会逐渐看不到手术痕迹，孩子母亲满
脸欣慰。我们还见到了做完膝关节置换手
术的老人。她说：“我之前患膝关节积液、
半月板炎，走不成路，以为双腿废了，以
后要拖累家人。谁知道来市骨科医院后，
医院帮我向厂家申请免费置换，原来该花7
万元的治疗费，现在 1 万元左右就可以
了。”你看，已经半年了，我现在都好好
的，走路、上楼都没事儿，幸亏到市骨科
医院了。老人开朗地笑着，言语里满满是
感激之情。

一所好医院，不只有好的医疗、服务
质量，还有始终坚持的公益定位。市骨科
医院在落实惠民便民措施方面，为急危重
病患者开通“先救治后付费”的绿色通
道；在弘扬志愿服务精神方面，经常组织
人员深入机关、学校、社区开展健康知识
讲座；在医疗精准扶贫中，认真开展“天
使减贫行动”，对分包乡镇的588户建档立
卡的贫困家庭进行走访，仅去年就为贫困
住院患者减免费用近20万元。此外，作为
漯河医专二附院的市骨科医院，还通过系
统、规范的教育培训体系，在青年医学生
中，播下医学人文精神的“火种”。

岁月轻轻滑过指尖，往事便渐渐弥
散在如沙漏般的光阴里。踏歌前行，市
骨科医院在 70 年的峥嵘岁月中，令人心
动的故事、一些精彩的瞬间，历经风雨
洗礼弥久历新。荣誉不再赘述，通过这
次采风，我达成了年少时走进市骨科医
院的愿望，看到医院的医疗、服务、管
理三驾马车齐头并进的恢宏蓝图，感受
到医院人在发展热潮中奋力争先的拼搏
精神。愿市骨科医院乘风而上，续写大
医 精 诚 、 尊 重 生 命 ， 呵 护 健 康 的 新 篇
章。

市骨科医院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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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主办：：漯河市金融工作局漯河市金融工作局

中国人民银行漯河市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漯河市中心支行
漯河银保监分局漯河银保监分局
漯河日报社漯河日报社

协办协办：：漯河市银行业协会漯河市银行业协会
漯河市保险行业协会漯河市保险行业协会

◆信息服务：提供全市金融动态 （包
括通知公告、工作要闻、金融机构动态、
企业信用信息、金融人才招聘等内容）。

◆网上办理：企业可以通过漯河市政
府金融网上报后备企业申请、融资申请，
进行网上咨询和投诉举报。后备企业申请
或融资申请提交信息后，首先由市政府金
融办对信息进行初步审核，审核后根据情
况可转交至各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处理结
果将直接通过网络向申请提交企业进行反
馈。

◆政务公开：提供行政许可和便民
服务事项信息 （包含事项名称、法律依

据、受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流程等
内容）。

◆咨询服务：提供法定工作日时间内
公众、企业网上咨询和投诉举报服务。

◆意见收集：为不断改进金融工作，
我们在网站开设了意见专区，欢迎大家对
全市的金融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登录路径：登录“漯河市政府金融
网”门户网站 （http://www.lhjrw.gov.cn）
即可访问。同时，可扫描二维码，下载安
装手机APP客户端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联系电话：5349066
电子邮件：luohejinrong@sina.com

发挥金融作用 服务实体经济 登录漯河市政府金融网
防范非法集资 稳定金融秩序 就看漯河市政府金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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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 切 实 帮 助 户 外 劳 动
者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
实际困难，近日，市农信
社与市总工会合作，采取
三项措施，扎实推进户外
劳动者驿站建设。

加 强 组 织 ， 把 户 外 劳
动 者 驿 站 建 设 工 作 做 实 。
市农信社强化措施，坚持
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场所
选 择 、 设 备 配 置 等 方 面 ，
既为户外劳动者提供贴心
的服务，又本着实用性原
则，紧紧围绕户外劳动者
需求，加强成本管理，严
控费用支出，避免盲目建
设造成资源浪费。

明 确 分 工 ， 把 户 外 劳
动 者 驿 站 建 设 工 作 做 细 。
各级总工会负责主动对照
文件，加强与农村信用社
沟通协调，指导农村信用
社将户外劳动者驿站建设
落地见成效，真正把驿站
建设成为户外劳动者的休
息站、保健站。农村信用
社负责稳步推进户外劳动
者 驿 站 建 设 ， 做 到 有 计
划、有方案、有检查、有
改进。落实责任人员，明
确管理制度，做好动态管

理，及时补充更换相关药
品 、 物 件 和 设 施 。 同 时 ，
加强与各类媒体合作，积
极宣传驿站的功能，提高
驿站的社会知晓度，形成
全社会关心、关爱户外劳
动者的良好风尚。

坚 持 标 准 ， 把 户 外 劳
动 者 驿 站 建 设 工 作 做 优 。
户外劳动者驿站主要是为
环卫工人、绿化工人、市
政维修工人和快递员、送
餐员、出租车司机、城管
人员、交通警察等户外劳
动者提供饮水、休息、避
雨等服务的场所。市农信
社计划在全市完成 100 个户
外劳动者驿站的建设，选
择处于城区繁华、标志性
地 段 的 营 业 网 点 进 行 建
设；制作“户外劳动者驿
站”标牌，在驿站醒目位
置悬挂，便于户外劳动者
识别；依托自身营业厅设
置相对独立的空间、室内
场所，提供桌椅、沙发和
饮水机、空调、充电充气
工 具 、 应 急 药 品 等 设 施 ；
建立内部管理制度，确保
驿站正常开放、设备设施
功能完好。 田 颖

市农信社

扎实推进
户外劳动者驿站建设

为切实推动精准扶贫，促进当地经济高
质量发展，今年以来，人行临颍县支行多措
并举，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着力缓解民营
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助力扶
贫攻坚。

金融创新促脱贫

人行临颍县支行不断加强金融扶贫政策
宣传，将贫困户信息全部纳入农村信用体系
建设，全县金融扶贫政策知识宣传进村入户
3926户，实现贫困户小额扶贫信贷政策宣传
全覆盖。上半年，全县发放产业扶贫贷款
2.32亿元，其中小额扶贫贷款587万元，涉
及贫困户335户，仅5月、6月两个月新增小
额扶贫贷款202笔，金额291万元。

为加强金融扶贫产品创新，金融机构围
绕食品、花木、蔬菜、蘑菇种植、光伏发电
等项目做足文章，实施金融精准扶贫。中银
富登村镇银行临颍县支行通过“银行+公
司+农户”方式，使固厢乡大田村特色蘑菇
种植从两个大棚发展到57个，带动了当地贫
困户脱贫致富。市农信社利用“农信社+政
府+合作社 （企业） +贫困户”模式，为家
庭贫困的王孟乡石拐村郭法安贷款3万元养
猪，使其脱贫。截至6月底，全县金融机构
创新型金融贷款突破10亿元，开发新型贷款
产品70多种，扶持小微企业3000余家。

金融服务有作为

人行临颍县支行用好“政银企”平

台。根据县域产业特点，健全“政银企”
协调联动机制，把“银、企”对接履约成
效纳入目标管理考核，今年 9 家银行与
151 户企业协议签约 42.09 亿元，上半年落
实21.99亿元，全年有望完成签约目标。

有效推进“百千万”计划。携金融机
构到企业调研摸底，与发改、财政、工信
等共同筛选百家企业名单，建立金融支持
民营和小微企业名录库，召开全县“银、
企”对接会。上半年，已发放企业融资需
求资金2.14亿元，满足率75%。

提升小微企业获贷可得性。为解决
小微企业贷款“担保难”“抵押难”等问
题，建行临颍县支行与县政府合作，推
出“助保贷”产品，满足无抵押、无担
保的小微企业资金需求，成为我市第一

例“区域集优”融资模式。农行临颍县
支行率先探索开发“企业申请——协会
担保——银行放贷”的“杜南”融资模
式，推动杜南木业区成功转型为年产值
达百亿元的一星级产业集聚区。中行临
颍县支行通过“专利贷”为 5 家科技企
业降低利息成本 57 万元，降低小微企业
贷款平均利率 2 个百分点。临颍县的金
融机构通过“辣椒协会贷款”，促生了王
岗镇成为全国最大的辣椒生产、交易基
地。人行临颍县支行为全县小微企业办
理 普 惠 性 税 收 返 还 2360 笔 。 截 至 7 月
底，全县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余额 112
亿元，比上年初增加 19.6 亿元，年平均
增长 11.98%。

孟文强 韩少华

人行临颍县支行

发挥金融力量 助力脱贫攻坚

近日，市金融工作局、市保险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到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源汇支公司参加“唱红歌，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

刘 璐 摄

近期，农行漯河分行大
力 推 广 “ 农 银 e 管 家 ” 平
台，围绕涉农产业链推出了

“惠农 e 贷”“惠农 e 付”“惠
农 e 商”三大核心业务，打
造惠农商圈，助力服务“三
农”工作再上新台阶。

线下线上融合推进。为
“惠农e商”高频商户线下建
点，客户经理印制金融小店
二维码，张贴到管辖的“惠
农通”服务点，引导线下客
户扫码进入金融小店使用

“惠农e付”线上结算，加快
惠农商圈建设。

搭建“惠农通+金融小
店”营销管理网络。优选集
中发卡、代理业务等重点区
域的“惠农通”商户，在服
务点放置产品折页、宣传手
册，张贴宣传海报，对重点
业务进行讲解，鼓励合作商
户开展线上客户推荐活动。

依 托 “ 惠 农 e 通 ” 平
台、缴费中心和掌银等网络
金融产品，向县域“三农”

地区延伸服务网络，全面推
广聚合扫码支付、掌银支
付、刷卡支付、智能设备支
付等多种线上线下支付方
式，实现农行创利、商户创
收、百姓获益的三方共赢。

以“惠农 e 贷”为突破
口，积极跟进农户其他金融
需求，营销掌银、网银、保
险、理财、基金等产品，挖
掘产业链上下游客户，积极
对接产业供销商账户和资
金，带动“惠农e贷”“惠农
e 付”“惠农 e 商”业务深度
融合。

持 续 加 强 “ 农 银 e 管
家”平台建设，引入更多本
地化服务，积极对接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等重点客户，
扩 大 “ 农 银 e 管 家 ” 信 息
源，提供农户关注的农产品
供销需求、价格行情、劳务
信息等服务，增强农户与平
台黏性，为农户提供安全高
效的金融服务。

马 亚

农行漯河分行

倾力打造惠农商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