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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李银、李怀岩、林碧锋

● 综合自新华社 作者：魏飚、刘翔霄、徐骏

“厂里有没有夫妻房？”“工资
福利待遇怎么样？”“小孩能不能
就 地 读 书 ，五 险 一 金 买 不
买？”……这是镇雄县驻广东省东
莞市清溪镇劳务输出工作站站长
张勇，走访企业最常问的问题。

37 岁的张勇去年 4 月到清溪
后，已走访了当地数百家企业，帮
助 山 区 群 众 走 出 大 山 实 现 就 业 。
今年 2 月 10 日，工厂复工复产，他
不 顾 家 人 反 对 ，连 夜 奔 赴 广 东 。
通 过 协 调 开 设 绿 色 通 道 ，一 个 多
月里累计“点对点”安置镇雄在东

莞务工人员 2532 人。
镇 雄 是 劳 动 力 大 县 ，务 工 总

收 入 占 贫 困 户 总 收 入 的 82.57% 。
最 近 几 年 ，镇 雄 盯 住 未 脱 贫 户 和
零就业家庭，全力组织转移输出。

今 年 疫 情 期 间 ，镇 雄 依 托 39
个外出务工流动党组织以及在广
东、浙江、安徽等地组建的 5 个劳
务 输 出 工 作 站 ，对 所 有 县 外 务 工
人员开展精准化管理服务。

“从无序输出到有序输出，从
零 散 输 出 到 集 中 输 出 ，从 短 期 输
出到长期输出，下一步，镇雄的重

点 是 加 大 内 拓 和 培 训 ，变 体 能 输
出为技能输出。”镇雄县人社局局
长王万辉说。

走出去，可以务工挣钱；留下
来，也能在家门口就业。

位于以勒镇庙埂村的中润服
装 加 工 扶 贫 车 间 ，成 排 的 缝 纫 机
嗒 嗒 作 响 。 39 岁 的 贫 困 户 吴 传
敏 和 丈 夫 陈 章 田 每 天 走 十 分 钟
就 能 到 厂 里 上 班 。 吴 传 敏 说 ：

“孩子还小，外出务工不方便，现
在 在 村 里 我 们 两 人 每 月 有 将 近
7000 元收入。”

扶贫车间负责人李俊早些年
在 浙 江 工 作 ，2018 年 通 过 招 商 引
资 回 乡 创 业 ，把 4 个 扶 贫 车 间 开
到村里，带动 537 人就业，其中贫
困 户 235 人 ，月 平 均 工 资 3000 元
左右。

今 年 以 来 ，镇 雄 外 输 内 拓 ，
共 转 移 就 业 劳 动 力 66.61 万 人 。
同 时 ，开 发 护 林 员 等 公 益 性 岗 位
29000 多 个 ，全 县 有 劳 动 能 力 的
贫 困 家 庭 至 少 有 一 人 就 业 ，确 保
稳 定 增 收 ，预 计 今 年 人 均 收 入 超
万元。

冲 出 乌 蒙 闯 胜 途
——云南镇雄县的脱贫突围

56 万！这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县、云南省镇雄县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总数。

84 年前的 1936 年 2 月，红军在这里打响了乌蒙山回旋战，彻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冲出乌蒙山，走

向胜途。

今天，镇雄广大干部群众在脱贫攻坚战场决战决胜，以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反贫困的胜利。

前不久，场坝镇巴溜村贫困户
马超光在家中早产，救护车一时半
会儿到不了，万分危急之际，家人
首先想到的是邓医生。邓医生叫
上村医，抓起简易待产包，赶到马
超 光 家 里 ，立 即 对 产 妇 和 婴 儿 做
保暖、消毒等处理，随后联系县医
院 并 送 去 做 进 一 步 检 查 ，最 终 母
女平安。

群众口中的邓医生，是镇里下
派的驻村扶贫工作队员邓雪梅，曾
在镇卫生院工作多年。5 年前，她
来到这个有着 1411 名贫困户的村
子——乌蒙山回旋战中红军指挥
部遗址所在地。

临近黄昏，47 岁的邓雪梅沿着
蜿蜒山路走村入户。“大家都很喜
欢邓医生，有困难就找她。”村民李
富丽说，邓医生常说，我们村是革
命老区，当年老一辈艰苦奋战、不
怕牺牲，如今面对贫困，我们要发
扬长征精神，靠自己拼和干，把日
子越过越好。

邓雪梅是镇雄万名下沉一线
扶贫干部中的普通一员。

镇雄 1986 年就被列为国家重
点扶持特困县，农村贫困发生率一
度 高 达 91.03% 。 到 2016 年 ，全 县
171 万人口中，确认的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仍有 56 万，30 个乡镇（街道）
中有 20 个贫困乡镇，263 个村（社
区）中有 235 个贫困村。

镇雄县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
人均耕地不足 1 亩，交通闭塞，产业
匮乏，水源短缺，一些村子到省会
昆明需要两天时间。

为啃下贫困的“硬骨头”，镇雄
在“五个精准”上狠下功夫：完成全
县 32 万户 143 万农村常住人口全覆
盖调查，精准识别贫困户；建立县
级 脱 贫 攻 坚 项 目 库 ，精 准 实 施 项
目；规划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房
改造、产业扶贫等 11 个项目，做到
精准到村到户；统筹整合专项扶贫
资金、涉农资金、挂钩帮扶资金等，
强化监管，精准使用；推动各级扶
贫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根据贫困
户实际情况精准制定 237 个村的到
户到人帮扶方案。

此外，累计选派 42 名县处级党
员干部担任 30 个乡镇（街道）“党委
第一书记”。中央部委、云南省、昭
通市、镇雄县共下派 2300 多名干部
驻村作战督战，共有 10341 名干部
开展结对帮扶。

镇雄县县长张洪坤说：“摘掉
贫困帽子，要靠 50 多万干部群众齐
心协力拼，没有捷径可走。”

46 岁的贫困户冯登友，是镇雄
6 万多搬入新居的贫困群众一员。
在教育扶贫政策帮扶下，他的三个
儿子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冯登友老家中屯镇齐心村只
有一条泥巴路，到镇上要走两个小
时，全家人挤在透风漏雨的茅草房
里，吃水要到 3 公里外背，家里常
年吃的是苞谷和洋芋。他抽出纸
巾擦着泪说：“我当时学习是班级
前 几 名 ，但 因 为 家 里 穷 没 能 念 下
去。以前特别恨我爸，直到有了孩
子，才知道贫穷真可怕。”

齐心村贫困发生率一度高达

54%，这几年在各方帮扶和全村村
民不懈奋斗下，齐心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村组通了水泥路，户
户有了自来水，人人住进安全房，
果桑产业近 1000 亩，小孩都能就近
入学。

镇雄县扶贫办副主任吉章旭
介绍，2014 年以来，中央和云南省
累计投入项目资金 317 亿元，各有
关单位和对口帮扶城市积极帮扶，
仅东莞市就投入资金 2.7 亿元，各
方 共 同 帮 助 镇 雄 逐 步 补 齐 了“锅
底”短板。

——实施 3300 项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126 万人饮水安全得到保
障；

——完成 4.1 万余贫困户农村
危房改造，61 个安置点让 1.4 万多
贫困户住进新房，全县 11 万多贫困
户实现住房安全保障；

——硬化通村公路 1721 公里、
村组路 4221 公里，所有行政村和半
数以上的村民组通了硬化路；高速
公路、高铁先后建成通车，初步形
成内联外通的立体综合交通网络；

——新增校舍 150 万平方米，
义务教育阶段贫困户子女超 10 万
人，无一因贫失学辍学；发放各类

资 助 资 金 24.7 亿 元 ，惠 及 学 生
323.9 万余人次；

——新建村卫生室 181 个，实
现所有村全覆盖，并配齐了合格村
医；

——累计投入产业扶贫资金
23 亿元，惠及 11 万余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55 万余人。三大支柱产业
加快发展：马铃薯种植 74 万亩、生
猪 出 栏 102 万 头 、蔬 菜 种 植 32 万
亩；新发展竹产业百万亩；村级产
业培育“云笋”“云栗”“乌蒙云蜜”
等优质产品……

受访人士表示，解决医院停
车难问题不仅医院要“动”起来，地
方政府也要有所行动，引入大数
据，通过交管、城管等部门的通力
合作，实现对停车的精细化管理。

耿晔强呼吁，可进一步宣传
引导医院周围更多居民区停车位
向社会开放。同时，拓展周边空
间，将医院周边一些附属设施改
建为停车场，比如可以协调医院
周边的生活小区共建停车场，白
天医院使用，夜晚小区居民使用，
通过错时停车满足各自需求。同

时，对于新建的医院，在公共交通
建 设 和 宣 传 引 导 方 面 要 多 下 功
夫，避免患者就医跑“冤枉路”。

目前，在一些地方，有关部门
已开始尝试利用智能政务和大数
据云服务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
上海打造了“市级公共停车信息
平台”，已有 89 万个车位接入，三
甲医院周边的街面道路和停车位
信息是其中重点。康泽泉认为，
这些办法值得借鉴。“还有的地方
通过信息手段，通过短信和二维
码等方式，让市民能及时获取停

车指导，都是不错的尝试。”
山西白求恩医院急诊室主任

闫新明则建议，“多措并举”才能
解 决 好 医 院 停 车 难 问 题 。“ 比 如
引 导 轻 症 患 者 尽 量 乘 坐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就 诊 。 同 时 医 院 要 把 院
内通道建设好，有的医院采取单
循 环 的 方 式 对 停 放 车 辆 进 行 管
理，一个进口，一个出口，也能缓
解 进 出 拥 堵 加 剧 停 车 难 的 问
题 。 医 院 门 口 需 要 交 警 适 当 维
持秩序，还可在医院内部和附近
投建地下、立体车库。”

“最后 100 米”，堵车更堵心
——医院“停车难”加剧“看病难”现象调查

近 年 来 ，随 着 机 动 车 保 有 量 的 不 断 增 加 ，停 车 难 问 题 日 渐 突 出 ，尤 其 是 在 城 市 中 心 区 的 医 院 ，停 车

更 是 难 上 加 难 。 从 医 院 门 口 到 门 诊 、急 诊 、住 院 病 区 ，看 似 短 短 的“ 最 后 100 米 ”，却 因 停 车 这 个 小 细 节 ，

给患者就医带来不小的困扰。

去年冬天，山西太原市民王先
生带父亲到双塔东街的一家三甲
医院就诊，着实体验了一把停车
难。“父亲 70 多岁，当时发高烧，吃
了退烧药体温还在 39 摄氏度。因
怕他着凉，我就开车带他去了医
院。结果，车堵在医院门口，光排
队进医院就排了 50 分钟。”王先生
说，平时这段路步行也就 10 分钟。

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记
者留意到，在一些城市中心城区的
大医院，停车难频繁上演。在一些
地方政府的留言板上，也有不少居
民反映医院停车难的问题。

连日来，记者趁上午时段，走

访了太原市老城区的 4 家医院，发
现每家医院无一例外——门口都
大排长龙。尤其是同处于五一路
的山西省妇幼保健院和山西医科
大学第二医院，两家医院呈垂角状
并立，直线距离不过 50 米，患者入
院停车难的情况一直存在。

上午 8 点整，山西医科大学第
二医院门口的车辆已经排得看不
到头，一位执勤保安说，医院有 600
个车位和 99 个立体车位，不到 8 点
就已经“满负荷”。车主刘俊载着
孩子来到山西省妇幼保健院，但医
院内停不了车、落不了脚，路边的
停车位也已满员，他只好开车围着

医院绕，三圈半个多小时下来还是
没找到车位，“停车比看病都难！”

在太原市某三甲医院做保安
的李泰生告诉记者，他亲眼见到过
一位心梗患者被堵在车流中进不
了医院门，情况十分危急，“幸好当
时有交警，帮助及时疏通才把患者
送进医院急救”。

“因地段所限，全国各地市中心
的医院大多面临停车难题。”中国交
通运输协会静态产业分会副会长康
泽泉说，过去城市中心医院停车配
套指标是达标的，但汽车工业发展
太快，现在这些中心城区医院的停
车位已远远不能满足医患需求。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医院的老
院区往往地处市中心，地方小、车
位少，客观条件造成停车难，同时
也催生不少新问题。

在太原市新民北街一家医院
附近，记者步行 50 米就遇到了 3 位

“ 黄 牛 ”，“ 能 停 车 ，一 个 车 位 30
元。”记者跟随其中一位来到附近
一居民小区，发现本就不大的小区
停车位也就只剩 1 个。由于车辆
杂乱，不时进进出出，一些小区居
民对此颇有怨言。一位住户说：

“一旦遇到火情或紧急情况，消防
车或急救车辆根本进不来。”

在 其 他 一 些 城 市 ，医 院 附 近
“黄牛”带路高价停车的现象也时
有发生。天津市某三甲医院工作
人员介绍，做这种生意的一般都是
医院附近、年龄大点的居民，对医
院周边环境比较熟悉。

记者了解到，以太原市为例，

老城区医院占地多在 100 亩、200
亩，最小的仅 30 亩，因为地上车位
有限、地下车位没有，停车存在实
际困难。

由于车位的紧缺，很多医院职
工停车都成了问题。太原市坝陵
南街一家市级医院停车位只有 50
多个，为了“让位”于患者，医院统一
安排职工在附近一处写字楼地下
车库停车。该院一位医生告诉记
者，停下车步行到医院约需 10 分
钟，遇上时间紧张，就得一路小跑。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一位
工作人员说，医院也有“患者停车
优先”的规定，不允许本院职工在医
院内停车。他还介绍，过去医院后
面有条巷子可以随便停车，有的车
一停一整天不动，现在改为咪表计
费，车辆停着不动的情况有所好转，

“但也只能缓解一部分停车压力”。
近年来，太原市老城区的几家

大医院纷纷建了分院，新院多充分
考虑了停车位的问题，停车不再困
难。但由于新院大多地处偏远，又
引发了新的就医难题。比如，山西
某三甲医院新院区需从市内换乘
两至三趟公交，途经 40 多站，耗时
约需两个半小时。另外一家三甲
医院新院址则横跨两市，距离太原
市 区 有 30 多 公 里 。 因 不 清 楚 老
院、新院科室划分，一些外地患者
入错院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此外，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教授耿晔强认为，对于人流高度
集中的医院，停车场的容量仅占进
出医院车辆总量的 20%到 30%，由
于没有足够的停车位，大量就诊车
辆在医院周围道路聚集，造成了很
大的交通隐患。并且，机动车在医
院的出入及无序停放会产生大量
噪声、粉尘污染，打破了医院内应
有的宁静和谐气氛。

车辆扎堆行 医院门难进

医院停车难催生系列问题

破解医院停车难各方都要“动”起来

万名干部结对帮扶拔“穷根” 各方帮扶补齐最弱的短板

外输内拓，稳岗就业保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