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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各部

门坚持以深学促实干，积极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有的开展大走访大调研，把
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
单”；有的组建志愿服务小分队，把

“等群众上门”变为“送服务上门”；有
的优化流程、提高效率，让群众办事更
便捷……一系列立足实际、服务群众的
有力举措，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往深
里走、往实里走。

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不仅要让
广大党员、干部受洗礼、有提升，也要
让群众受教育、得实惠。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
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
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
动力和成效，防止学习和工作“两张
皮”。学史力行，实干为民，彰显百年
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是新
征程上每一个共产党人肩负的使命担
当。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回望
百年，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千难万险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始终得到人民衷
心拥护，最关键的是始终与群众有福同
享、有难同当，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始终坚持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坚持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从李大钊“为大
多数人谋幸福”的价值追求，到焦裕禄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
己”的公仆情怀；从孔繁森“苦乐桑梓
在高原”的赤子之情，到黄文秀“坚持
战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责任担当，
一代代共产党人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
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牺牲，都是
为了人民幸福。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从党的百年
非凡历程中汲取宝贵启示，始终站稳群
众立场、树立宗旨意识，保持初心不
改、志向不移、本色不变，在顺应群众
期盼、增进民生福祉的实践中，不断追
求“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
界。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就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切实解决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为民排忧解难中自觉践行初心使命。
党员干部要想群众所想，忧群众所忧，急群众所急，到群众最需要的
地方去解决问题，回应“槽点”、纾解“痛点”、打通“堵点”、补齐

“断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民生问
题。干事力度关系民生温度。要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和抓落实能力，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推出一批为民惠民便民的实招，解决一批损害群众利
益的纠纷矛盾，不断通过化解民生难题开创工作新局面，让群众有更
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要坚持开门问策、问需于民，尊重群众
感受，由群众来评价工作效果。政策举措接不接地气、是不是真惠
民真利民，群众感受最真切。要拜人民为师，虚心向群众学习，畅
通察民情、通民意的渠道，摸清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确保各项政策
措施更加符合群众愿望和利益。要结合实际察民情访民意，实事项
目向群众征集，办理过程向群众公开，办理结果接受群众检验，坚
决杜绝搞形式、走过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是
重要保障。干部作风好不好，关键看为民办事实不实。扎实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就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勇气和力量，弘扬担当精神，
敢于接“最烫手的山芋”、挑“最沉重的担子”，做解决问题、造福
群众的行动派和实干家。千条万条，不落实都是白条；千难万难，
干起来就不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激发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干
劲，认真落实党中央各项惠民政策，让好政策取得好效果、好举措
带来好日子。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党员干部不务虚功、不图虚
名，多办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好事实事，就是人民群众真心
点赞的贴心人。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作出的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最彻底、最鲜活的表达，在全党全社会引发强烈共鸣。这是来自历
史的启示，更是面向未来的宣示。树高千尺，扎根沃土。我们党的
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
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不断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我们党就能汇聚起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带领亿万
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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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网上挂牌公告（漯自然资网挂告字〔2021］14号）

经漯河市人民政府批准，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以下3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指定漯河市自然资源服务中心组织实施，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编号 名称 土地位置 土地面积 土地用途 规划指标要求 出让年 起始价 保证金 增价幅度 投资强度

（m2） 容积率 建筑密度 建筑高度 绿地率 限（年）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公顷
2021-28 4111042012120001036 开发区燕山路西侧、南兴路北侧 58437.99 工业用地 大于1.0 大于60% 小于60米 小于等于20% 50 2,103.77 2,103.77 20.00 不低于3510
2021-29 4111042012100001027 开发区发展路南侧、茶山路西侧 1333.86 工业用地 大于1.0 大于60% 小于60米 小于等于20% 50 48.02 48.02 1.00 不低于3510
2021-30 4111042012070001029 开发区节能路东侧、东方红路南侧 77456.56 工业用地 大于1.0 大于60% 小于60米 小于等于20% 50 2,788.44 2,788.44 25.00 不低于3510

具体以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指标为准，详见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用地规
划条件。

二、竞买申请条件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符合
网上出让公告或出让须知中明确的资格条件，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挂牌活动。

三、确定竞得入选人方式：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1）地块如果未设底价的，报价最高者即为竞得入选人。（2）地块
如果设有底价的，报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即为竞得入选人。

四、报名及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竞买申请人可在2021年4月9日至2021年5月8
日，登录漯河市国土资源交易平台（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申请。竞买保证金到
账截止时间：地块编号：2021-28为2021年5月8日16:00。地块编号：2021-29为
2021年5月8日16:00时。地块编号：2021-30为2021年5月8日16:00。

温馨提示：为避免因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延误，影响您顺利获取网上交易竞买资
格，建议您在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的1至2天之前交纳竞买保证金。

五、挂牌报价时间：2021-28地块为2021年4月29日10:00至2021年5月10日
15:00。2021-29地块为2021年4月29日10:00至2021年5月10日15:30。2021-
30地块为2021年4月29日10:00至2021年5月10日16:00。挂牌网址：漯河市国土
资源交易平台（http://gtjy.lhjs.cn）。

六、出让资料获取方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须知及
其他出让文件。挂牌出让须知及其他出让文件可从网上交易系统查看和打印。

七、资格审查：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实行竞得入选人资格后审制度，
即竞买申请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按规定递交竞买申请并按时足额交纳了竞买保证金后，
网上交易系统将自动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竞买资格，出让
人只对网上交易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如因竞得入选人的资格审查未通过，造
成本次出让地块不成交的，由竞得入选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2021-29地块属未供即用，已没收地上建筑物按评估价
格38.639万元同土地一并处置，成交后由竞得人向开发区财政局缴纳地上建筑物价
款。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漯河市国土资源交易平台（http://gtjy.lhjs.cn）2021-28、
2021-29、2021-30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出让须知。

九、风险提示：竞买人应该谨慎报价，报价一经提交，不得修改或者撤回。网上挂牌
报价截止之前，竞买人至少进行一次有效报价才有资格参加限时竞价。操作系统请使
用Win7以上版本，浏览器请使用IE11以上版本，其他操作系统与浏览器可能会影响您
正常参与网上交易活动。数字证书驱动下载请登录漯河市国土资源交易平台（https:
//gtjy.lhjs.cn/web/login）点击插件下载并进行安装。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自
己电脑的运行环境，并先到网上交易模拟系统练习，以免影响您的报价、竞价。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电话：0395-2961612
联系电话：0395-3137121
联系人：漯河市自然资源服务中心
特此公告

漯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4月9日

杨亚军持2002年 9月 2
日与郾城县房地产综合开发

公司签订的商品房购销合同及购房票据，申请办理郾城区辽河路辽河花
园14号楼（图幅号180-499-IV-II，丘号1，幢号14，户号27，建筑面积
137.73平方米）不动产登记，经初步审查，现予以公告。有异议者，请自
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我中心提出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无异
议的，我中心将办理不动产登记。

漯河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交易服务中心 2021年4月9日

公告漯不动产登公（2021）第342期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武汉的春天武汉的春天武汉的春天
2021年4月8日，距离去年武汉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正好一年。
从一个春天到另一个春天，跨越冬与春、经历生与死、战胜惊与险。
这里的人重寻生活坐标，这座城市重获新生，生命绽放光芒。

“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不记得。但
慢慢地，那些记忆、那些乐谱都回来
了……”

4月，武汉，东西湖区园艺花城小区，
89岁的王欣老人仔细擦拭心爱的小提琴，对
着钢琴校准音色，和着雨声，悠扬的琴声，

穿破被绵绵阴雨包裹的天空。
去年春，王欣曾一度发展至

新冠肺炎危重症，生命危急，被
医护人员数次从死亡线上拉回
来。

“我依稀记得，送我出病房
做检查时，医生停了一下，让已
快一个月没看过太阳的我，感受
了久违的落日。”王欣老人回忆

说：“没有太多的云，也没有太大的风。我
们就静静地看，也不说话。”

相差60来岁的医患共赏夕阳，陪检员
甘俊超按下快门，一时全网刷屏，在那个仍
带寒意的春日温暖无数网友。

4月9日，武汉“解封”后的第二天，
王欣顺利出院。刚回家时，全身无力、记忆
力下降……一系列后遗症和慢性病依然困扰
着老人。经过几个月调养，老人身体状况越
来越好，每天可以围着小区走上好几圈。

“爸，中午要不要管你饭？”“不用，我
等会自己下楼去吃碗面。”王欣与女儿的一
句家常话，平淡，却透着温暖，一如去年春
天的那日夕阳。

“离开后没有机会回武汉，但每每回忆

起那段日子依旧百感交集。”东部战区总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维勤，曾担任武汉火神
山医院重症二科主任。亲历过武汉的至暗时
刻，见证过“解封”时的欣喜，武汉的细
雨、火神山的静默、战友情谊和病友的牵
挂，成为他一生难以磨灭的记忆。

上一个春天，面对新中国历史上防控难
度最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拥有千万人口
的武汉史无前例地“封城”，在本该喧闹的
时节，武汉人原有的烟火气没有了，街道空
荡，人迹萧条，门窗紧锁。

以武汉“封城”为节点，全国抗疫很快
形成一盘棋。涓滴力量汇聚成大江大河，为
战胜疫情构筑了坚实基础。

“遇到抢救的，那是按秒算，尽可能把
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曾为节省酒店到
医院的10分钟，疫情“风暴眼”武汉市金
银潭医院的医护夫妻涂盛锦和曹珊在医院

“以车为家”近一个月。
庚子春，花开寂寞，生命之花却因此绽

放光芒。
2020年4月8日零时刚过，封闭的“城

门”一点点被推开，随之而来的是全球史无
前例的千万居民核酸检测。

艰苦卓绝的战“疫”，换来自去年5月19
日以来，武汉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自去年6

月1日起，武汉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曾每刻都在上演“生死时速”的金银潭

医院，如今只有偶尔来复查的病人会打破些
许宁静。“看着空空荡荡的病房，最初也不
适应，转念一想，这说明生病的人少了，又
开心了。”一天工作结束，涂盛锦和曹珊牵
着手走向停车场，不远处，三处新建的门诊
大楼正拔地而起。

家门重新打开的背后，有着这座城市里
人们最真实的渴望与理想。

“最幸福的就是按时下班，可以回家做
饭，晚上遛遛狗。”疫情期间最大的奢望，
正在成为25岁谭业丰生活的日常。“现在人
员更充足了，队伍和硬件条件更强了，工作
机制也更顺畅了，我们也更从容了。”

作为武汉市武昌区疾控中心的公卫医
师，流调是他的主要工作。以前流调队伍构
成单一，流调人员捉襟见肘。“去年，单位
新招入17个人，今年预计还要再招20人，
人员补充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谭业丰说，
更重要的是流调外延也扩大了，以前只是疾
控部门一家的事，现在武汉组建了“千人流
调队”，由疾控、医院、民政、公安、街
道、社区等多支力量共同组成，武汉市还建
立了卫生应急指挥和疫情大数据应用系统。

上一个春天的伤痛，在这个春天慢慢被
治愈。“全中国等你痊愈，我们相约春天赏
樱花”——从武汉大学的樱花林，到东湖岸
边的樱花雨，肆意绽放的樱花下，市民和游
客紧紧拥抱，放声大笑。

铭铭 记记

武汉人每天的生活，从热气腾腾的“过
早”开始。

“是配油条还是馓子？”黄鹤楼下，户部
巷里，钟记鲜鱼糊汤粉摊前顾客盈门。米粉
劲道、鱼糊鲜香，配上点点葱花、萝卜丁，
在吴兰的巧手下，一份武汉特色小吃糊汤粉
新鲜出炉。

百余米的户部巷，人流不息、吆喝卖
力、烟火绵长。

“人气旺、生意好，一天要卖几百碗。”
吴兰的额头冒汗，嘴角上扬。

一年前，刚刚“解封”的武汉，人流、
物流尚未冰释，这条主打“游客牌”的小巷
冷清、不景气。

“路上三五个人，一天卖几碗粉，本钱都
挣不到。”回忆当时，吴兰直言差点“扛不

住”。
封 控 时

间最长、重
启 时 间 最
晚、疫情影
响 最 大 ……
刚 刚 “ 解
封”的武汉
经济形势不
容 乐 观 ，
2020 年一季
度地区生产
总 值 下 跌
40.5%，大量
企业还面临
流动资金缺
乏、产业链
断裂等重重
困难。

打 好
“ 主 动 战 ”，

中央一揽子支持政策送来“及时雨”，政府与
企业一起，爬坡过坎，攻坚克难。

买粉送油条、加增豆腐脑档口、开辟外
卖服务……线下线上齐发力，吴兰在想办
法。发放“武汉消费券”、提供纾困贷款……
为了提振市场，政府部门出实招。

——让企业活下去、留下来、发展好。全
年减税降费513.7亿元直达38万家市场主体；
为企业提供纾困贷款1018亿元；开工建设武
汉城市圈大通道等投资亿元以上项目570个。

——加快恢复城市“烟火气”。投放5亿
元消费券；推出“惠游湖北·打卡大武汉”
系列活动；所有A级景区免费开放。

——全力增进民生福祉。城镇新增就业
22.8万人；城乡居民低保综合提标6.7%；发
放临时价格补贴4.27亿元；改扩建中小学和
公益普惠性幼儿园160所。

——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全市8.85万
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71个贫困村全部出
列；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渔”，启
动建设百里长江生态廊道。

——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深化“放管
服”改革，落实“十必须十不准”，推进“五
减五通”，当好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
二”；开通6条国际货运航线，开辟海铁联运
国际中转新通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线上
经济，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五一’时游客三五成群，‘十一’时
街上就已人流涌动，过了春节，游客多到川
流不息。”吴兰说，生意也逐渐恢复到从前的
红火。

统计显示，去年武汉全年经济总量达到
15616.1亿元，同比下降4.7%，走出夺目的

“V”字反转。
今年的武汉热搜榜，聚焦的是开放、创

新、科技等引领发展的主题；讲述的是开门
红、樱花粉、人气旺等浴火重生的故事；展

现的是风雨无阻、争分夺
秒、再接再厉的劲头。

武汉，以强大韧性和蓬
勃生机，向世人展示着“英
雄之城”的别样魅力。

成成 长长
彭银华的家庭相册里，一张用修

图软件修改过的全家福照片让人泪
目。照片上，有彭银华的父母，妻子
钟欣，去年儿童节出生的女儿“六
一”，以及被用修图软件加上照片的
彭银华……

“90后”烈士彭银华是武汉市江
夏区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医
生，2020年2月20日，他在抗疫一线
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牺牲；102天后，

“六一”出生。彭银华没能看一眼自己
的女儿，也没能给妻子钟欣一场早已
准备好的婚礼。女儿100天时，家人
把彭银华的照片用修图软件加到全家
福上，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团圆。

“等‘六一’长大，懂事了，我
一定要跟她讲爸爸的英雄事迹，爸爸
是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她应该骄
傲。”钟欣说。

江学庆、刘智明、吴涌……这一
年，医护人员、公安民警、社区工作
者、志愿者等抗疫一线人员用炽热的
生命护佑了千万人的生命。

在武汉生活了13年的汤加歌手
兼吉他手约瑟夫·法泰，去年疫情期
间，选择和家人一起坚守在这座城
市，还创作了歌曲《黄鹤》为武汉加
油打气。“时时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
善意和关怀，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法泰说，现在在武汉的公众场合大家
还是坚持佩戴口罩，这就是团结一致
的力量。

生命，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
城市，在千磨万击中坚韧如钢。
昨日人助我，今日我助人。作为

我国重要的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和九省
通衢之地，武汉正在将一批批疫苗、
口罩、防护服、隔离衣等防疫物资生
产出来，运往全国乃至全世界。

“2020年以来，通过中欧班列运
往欧洲的口罩、防护服、隔离衣等防
疫物资已有7000多吨，其中很大一
部分是武汉企业生产的。”中国铁路

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机器轰鸣、车来车往，国药中生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新冠灭活疫苗扩
产能项目配套工程建设现场一派忙
碌，项目预计5月底先期建成。全部
建成后，武汉产新冠灭活疫苗的年产
能将再增加10亿剂。截至4月7日24
时,武汉接种新冠肺炎疫苗近370万
剂次。

武汉敞开怀抱，宾朋纷至沓来。
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期间，武汉、
汉口、武昌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92.5
万人次，单日最高旅客发送量为今年
日常的两倍，发送总量达2019年同
期的八成左右。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消费意愿回
暖，同时也带来需求升级。”京东大
数据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瑶说，今年
一季度湖北地区46－55岁网购用户
同比增长167％，户外鞋服的销量同
比增长超过10倍，保健器械销量同
比增长超过5倍。

数字之外，我们从黄鹤楼的游人
如织、武汉站高铁繁忙如初、绚丽灯
光秀和加速运转的快递单里，更能看
到武汉归来的“速度”。

春意盎然，花团锦簇，人如潮
涌。天气晴好的日子，钟欣会带着女
儿到家附近的公园踏
青、赏花，感受大好
春 光 。“ 生 命 很 短
暂，也太珍贵，往后
余生我要好好爱‘六
一’，让生命延续，
让春光永暖人间。”
钟欣说。

“当……”长江之
畔，江汉关静静矗立，
钟声仍旧整点响起。

春天的武汉浴火
重生，英雄之城正迈
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新华社武汉4月8日电

新新 生生

据新华社北京4月8日电
（记者 彭韵佳） 7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化医改，
增强职工基本医保互助共济保
障功能，将更多门诊费用纳入
医保报销，进一步减轻患者负
担。

当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世
界上规模最大、惠及十多亿人
的基本医保网。近年来，新一
轮医改将涉及众多患者的高血
压、糖尿病等门诊慢特病纳入
医保报销，这对减轻群众就医
负担、缓解看病贵等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为进一步减轻患者负担，
会议提出逐步将部分对健康损
害大、费用负担重的门诊慢特
病和多发病、常见病普通门诊
费用纳入统筹基金支付。政策
范围内支付比例从50%起步，
适当向退休人员倾斜，逐步提
高保障水平。

此外，会议明确将改进个
人账户计入办法。在职职工个

人缴费仍计入本人个人账户，
单位缴费全部计入统筹基金；
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统筹基金
按定额划入，划入额度逐步调
整到统筹地区实施此项改革当
年基本养老金平均水平的2%左
右。

在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
的同时，会议提出要拓宽个人
账户使用范围，允许家庭成员
共济，可用于支付在定点医疗
机构就医，以及在定点零售药
店购买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
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费用，
探索用于家属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等个人缴费。

国家医保局表示，门诊共
济保障机制是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制度的重大改革，通过调整
基金结构放大保障效能，补齐
门诊保障短板，让更多职工受
益。并要同步推进建立普通门
诊统筹和改革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两项工作，统筹联动、平稳
过渡，确保群众受益。

我国将更多门诊费用
纳入医保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