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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成成 通讯员 许正

智）完善村级卫生服务，是打通医疗卫

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今年以

来，市卫生健康局将村卫生室（社区卫

生服务站）建设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

专项实践活动，对村卫生室（社区卫生

服务站）实行提质扩面，让更多群众不

出村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记者日前从该局了解到，今年我市新增

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12 个，将

陆续投入使用，不断扩大基层卫生服务

网络覆盖面。

日前，新投用的湖岭镇黄林村卫生

室迎来首诊活动，湖岭镇卫生院党支部

组织党员干部和医务志愿者，为村民开

展健康体检、家庭医生签约、新冠疫苗

接种等服务。医务人员还入户为因病

卧床的村民提供健康检查，叮嘱他们各

种日常注意事项，给予合理的膳食、运

动和生活指导。当天义诊活动服务群

众100多人次，得到村民的一致好评。

黄林村海拔 700 多米，有户籍人口

1000 余人，由于山路蜿蜒，村民就医十

分不便。今年 3 月份，湖岭镇卫生院在

市卫健局的全力支持指导下，用时 3 个

多月时间，在黄林村新建一所村卫生

室。

该卫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村卫生

室建设是民生实事工程，可以补齐山区

医疗和公共卫生短板，为山区群众提供

更加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村民吴老

伯在接受健康体检后说：“有了村卫生

室，我们身体有点小毛病，就不用跑山

路到镇里看医生了。”

据介绍，作为医疗服务最前沿的村

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部分存在环

境设施陈旧、诊疗设备落后、人员配置

薄弱、面积不达标等问题。近年来，我

市坚持政府主导、多元参与、保障基本、

强化服务的原则，以村（社区）规模优化

调整为契机，努力补齐基层医疗和公共

卫生短板，通过改造转型一批、新建迁

建一批等综合性举措，为广大群众打造

服务更加便捷、环境更加舒适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今年，“新增村卫生室（社

区卫生服务站）”被纳入温州市政府民

生实事工程。截至 6 月底，我市新增的

12 所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已有

7 所完成建设并投用，其余 5 所预计下

半年可投入使用。

市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将安排固定医务人员

负责村卫生室具体工作，为群众提供便

捷、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发挥“哨点”

预警作用，完善县（市）、乡镇（街道）、村

社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满足群众多

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

下一步，我市将以“健康瑞安”建设

为引领，加大财政投入，以居民健康需

求为导向，全力推进村级医疗卫生机构

的提质扩面。

本报讯（通讯员 范明威 记者 林瑞

蓉）7 月 21 日下午，市委直属机关工委

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第二十

五期市直机关党组织“书记论坛”，各市

直机关党组织书记、专职副书记、党务

工作具体负责人共40余人参加。

一行人先后参观了瑞祥单元地块

项目“红色工地”和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活动阵地，领略党建工作的创新

点。

在随后举行的党建交流环节，市公

安局、市国投集团、市侨联和市温瑞塘

河工程建设中心分别作党建交流发言：

市温瑞塘河工程建设中心以“党建红”

引领“塘河美”，全力助推七铺塘河开发

建设；市侨联以党建带侨建，打造侨务

工作新“视窗”⋯⋯4 家单位介绍了在

推进党建和业务融合、服务中心等方面

的特色亮点和工作经验。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林杰结

合各党组织工作记事簿的抽查情况，分

别作了点评。在主题分享环节中，市纪

委市监委第一纪检室副主任周志华以

坚守“六心”为出发点，通过以案说法、

以案释法，给大家上了一堂廉政思想教

育课。

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市

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晓光总结发言，并给

每位主讲人颁发纪念牌。他表示，各机

关党组织要针对“书记论坛”上的反馈

点评，查漏补缺，抓好问题的整改落实，

做好机关党建专项督查的迎检工作；注

重结合工作实际，踊跃参加活动，积极

创新，提供更多特色亮点和示范样板，

共同推动我市机关党建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今年我市在原有基础上

改版升级“书记论坛”，打造全新 2.0

版：在形式上升级，实行“小班化”，减

轻基层负担，提升活动效果；在人员上

升级，参加对象新增党务工作具体负

责人；在要求上升级，新增“每月抽查+

点评反馈”环节，着力抓好机关党建工

作日常督查，进一步推进机关党建规

范化建设。

7月22日，马鞍山路，小广告随意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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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环境的
不文明行为

（素材来自执法单位报送、市民投稿）

小广告随意粘贴，废弃物占用公共空间，流动

摊贩影响交通出行⋯⋯为贯彻落实《温州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进一步强化城市管理，提升城市文明

形象，营造“人人讲文明、处处见文明”的浓厚氛围，

“不文明曝光台”将继续对全市范围内的不文明行

为予以公开曝光。本期曝光主题：影响环境的不文

明行为。 （记者 潘虹）

机关党建之窗
RUI BAO

第二十五期市直机关党组织
“书记论坛”开讲

我市今年新增12个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村民足不出村可享优质医疗资源

7月15日，集云社区，废弃物占用公共空间。

7 月 21 日，仲容路欧瑞豪庭小区对面，小摊贩占
道经营，影响车辆、行人出行，并且不及时清理垃圾。

7月22日，万松西路，小广告随意粘贴。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

妇女病防治工作，先后开展了滴虫性阴道

炎、尿瘘等疾病的防治，对妇女病进行早

防、早诊、早治。

徐美菊所在的妇幼保健基层队伍为新

任务而忙碌开了。上世纪80年代，她们对

农村妇女开展宫颈癌防治免费下乡普查

时，大多数群众因为不了解而颇有微词：

“好好的人，没病找病”“不要到我家来，晦

气”⋯⋯

面对冷脸、嘲讽，她们从不放弃，从进

村入户宣传动员到苦口婆心上门家访，徐

美菊等人每天背着卫生药箱、带着显微镜

去农村普查采样。那些年，徐美菊不知道

磨破了多少双鞋子，费了多少口舌。

有一次，她们徒步去湖岭桂峰一个海

拔 1000 多米的自然村，那里没有通公路，

她们就翻山越岭、踏水过溪，忍着饥饿到达

村子。一个下午结束普查工作后，她们发

现一名妇女没有来，又赶到庄稼地里找到

了这名妇女，不料遭到了其丈夫的强烈反

对。徐美菊等人就在田头反复做夫妻俩的

思想工作，最终说服这位妇女接受了筛

查。待到她们下山时，已是明月当空照，回

到住处时已经是深夜。

上世纪 80 年代，妇女劳动保护从孕

期、产期、哺乳期“三期”保健到推行经期、

孕期、围产期、哺乳期、更年期“五期”保健，

市妇幼保健所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广泛宣

传，定期下厂、下村进行卫生指导。各个医

疗机构普遍设妇幼保健门诊，开展孕产妇

建卡、早孕建卡、产前检查、产后访视、产后

42 天检查等服务。儿童健康体检、儿童常

见病的检查防治等工作也迎来了改革与长

足的进步。

基层妇幼保健员的工作不仅要跋山涉

水，也要忍受思念家人的煎熬。徐美菊的

丈夫在杭州工作，经常需要下乡，两个孩子

分别待在绍兴诸暨和宁波，由奶奶和外婆

照顾，一家四口分隔四地。

“我需要经常下乡，开展妇女、婴幼

儿保健检查，每次去一个星期至一个多

月不等，待在乡间的时间比在家里要长

得多。”尽管如此，她依然觉得这份工作

高尚至极。在她眼里，熟练掌握每个孕

产妇和儿童的基本信息，就是最大的自

豪；开导每一个村民接受科学健康知识，

便是最大的幸福。“妇女儿童是一个国家

的未来与希望，而我的工作就是保障国

家未来的健康，这样的工作怎能不让我

付出一切。”她说。

1991 年，徐美菊从市妇幼保健所退

休。闲不住的她又参与了《瑞安卫生志》编

写工作。“书里的妇幼保健工作都是我整理

的，这里的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把这些

宝贵的材料记录下来很有意义。”尽管已是

耄耋之年，但她仍保有一颗赤子之心。

百年奋斗护佑健康

用最美年华护佑妇幼健康徐美菊

百年风华正青春百年风华正青春 幸福征程再启航幸福征程再启航

■记者 陈成成

她是瑞安第一代妇幼保健工作者，足迹遍布瑞安城乡各个角

落，为千千万万的家庭普及妇幼健康常识，护佑妇幼健康。“妇幼

保健工作是平凡的，但是如果把它当成事业来做，那就是伟大

的。”这句话贯穿了徐美菊的从医生涯，也是我市妇幼保健工作者

真诚的担当和光荣的使命!

个人简介

徐美菊，1936年出生，中共党员，1958年参加工作，先后任原县计

生办副主任、市妇幼保健所所长等职。她热爱医学、工作认真负责，

多次获省、市级计生、妇幼工作先进工作者与积极分子等荣誉。

⑤

热爱本职工作 为母婴健康撑起“一片天”

不怕苦不怕累 跑遍全城守护妇女健康

出生于 1936 年的徐美菊是宁波镇海

人，从宁波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瑞安，

1962年从事妇幼卫生保健工作。

当时，农村妇女生育普通采取传统接

生方法，孕产妇死亡、新生儿破伤风等现象

严重。上世纪60年代，瑞安组建了一支由

60 多人参与的妇幼保健工作基层队伍，在

全县范围内广泛开展妇女病普查防治工

作，徐美菊是其中一员。

这支队伍大多是刚出卫校的年轻人，

他们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怕忙、不

怕累，跑遍农村了解情况，组织培训班，分

批分级传授、普及新法接生，规范消毒、器

械操作等。

“我们通常是两三人一组，排摸村里的

‘稳婆’（旧时接生员）情况，动员她们参加

技术培训。”徐美菊说。1964年，她们排摸

了全县337名接生员，淘汰了不合格的“土

法接生婆”，积极推广助产责任制。除了技

术培训，她们还为接生员配备了器械齐全

的“接生包”，逐步形成三级妇幼保健网，使

孕产妇、新生儿的健康得到强有力的保障。

作为瑞安第一代妇幼保健工作者，徐

美菊等人跑遍了瑞安城乡，把党和国家的

新政策宣传到位，传播先进的技术。有一

年夏天，她在湖岭片区排摸情况，恰逢雷阵

雨，雨水裹挟着山上的黄泥冲下来，淹没了

溪中的矴步。背着器械的徐美菊一脚踩

空，整个人栽进了小溪里。等到同伴将她

拉上来时，她全身都湿透了。

“那时很多妇女因为长期下地做农活，

患上子宫下垂。”回忆旧时的所见所闻，徐美

菊禁不住红了眼眶。这是一名医务工作者

深入基层最真切的体会，而想要为群众解除

病痛，也正是医者的初心。正是有了这样的

感触，徐美菊坚定了做好妇幼工作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