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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县金沙白炭黑制造有限公司董
事长叶明太今年74岁，曾经担任中国无
机盐协会无机硅化物分会副会长、沙县
硅产业协会会长。除了这些头衔外，叶
明太还有一个令自己非常骄傲的身份：
一名退伍老兵。多年来他以一颗产业报
国之心，诠释着一位退伍老兵的家国情
怀。

1966 年，18 岁的叶明太应征入伍，
在军营里挥洒了3年的热血和青春。

退伍后，叶明太被分配到老家宁德
市寿宁县乡下的一家金属冶炼厂当工

人，在车间一线整整干了10年。1981年，
他来到寿宁县城的一家机械车木厂担
任车间主任，之后，几经改变，企业从私
营变为国企，机械车木厂变为二氧化硅
工厂，他也由车间主任升为了副厂长。
1989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受改革开放浪潮的冲击，1994 年，
叶明太所在的国营二氧化硅厂经营不
善倒闭了。工厂倒闭后，看好二氧化硅
市场的他在寿宁县承包了一个车间继
续生产。仅仅一年时间，叶明太就赚到
了 20 多万元。这第一桶金在上世纪 90

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恰好这时，叶明太之前出差时结识

的一位沙县友人打来了电话：“沙县这
里刚好有一个之前生产二氧化硅的车
间倒闭了，你要不要来承包试一试？”

心动的叶明太只身前往沙县实地考
察。他发现，沙县具有发展硅产业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丰富的石英石资源，
以及大量生产工业硫酸所需的原料；鹰
厦铁路穿城而过，交通优势明显；县委县
政府对客商投资的政策更是友好。

1996 年，他放下寿宁的生意，前往
沙县创业，注册创办了福建省沙县金沙
白炭黑制造有限公司。后来，叶明太将
寿宁县城的房子卖掉，举家迁到了沙
县，成为了“新沙县人”。

2005年，政府向他推荐了高砂镇池
仓村的一块土地作为新厂房的建设用
地，公司便将地址迁移到了池仓村。10
多年过去，公司的产能已由最开始建厂
时的1.5万吨增加到了6.5万吨，是国内
较大的硅化工企业之一。

2020 年，沙县获评“中国无机硅之

乡”。这其中，也少不了叶明太贡献的
“硅”力量。

作为企业创办人，叶明太深知“诚
信”就是一种承诺和担当，是企业长远
发展的根本。20多年来，叶明太始终坚
持走“科技为源、诚信为本、质量为先、
环保至上”的经营理念，引领企业营造

“以人为本、诚信至上”的企业文化，不
断树立诚信企业的良好形象。

正是凭借着这股子诚信，到沙县创
业之初，便有不少原先的客户跟随而
来。“原先在寿宁二氧化硅厂做销售时
就积累了一些客户，加上后面自己承包
车间时积累的客户，刚到沙县的时候，
订单就供不应求，包括现在也是全年都
在满负荷生产。”叶明太说，做生意，一
定要做回头客。

因为自己和儿子都是退伍军人，所
以叶明太对退伍军人有一种特殊的感
情。为了带动更多退伍军人就业，他主
动对接沙县退伍军人事务局，表示可以
给退伍军人提供岗位，已有近10位退伍
军人来到叶明太的公司就业。

“现在二氧化硅产业发展得很好，
接下来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继续在管
理一线奋斗，希望能把企业培育成为行
业的领头羊，为社会多做贡献。”叶明太
坚定地说。

叶明太：“继续奋斗，为社会多做贡献”
●本报沙县记者站 黄 悦 文/图

叶明太在公司生产车间指导工作。

2021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
亲临三明考察并作重要讲话。一年来，
老区苏区建宁县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
记的殷殷嘱托，脚踏实地，以“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不断推进医
改、林改、乡村振兴、沙县小吃产业发
展“四个再出发”。

眼下，走进建宁县各乡镇，一幢幢
整治好的农房焕然一新、错落有致，一
个个整治现场热火朝天；漫步濉溪河
畔，水清岸绿、惠风和畅，清新闽江源
雷霆行动成效明显……

建宁县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以实施“六大行动”为抓手，按照“乡乡
是景区、村村是景点”标准，全力打造
26个乡村振兴重点村和4条乡村振兴
示范线；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五年行动和农房安全整治专项行动；
加快打造“5·20新文旅”系列项目，抓

好环金铙山旅游带、少共国际师陈列
馆、旅游集散中心、星级酒店等项目建
设；培育上庄农场等20个集生态采摘、
休闲娱乐为一体的观光果园，培育农
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推动乡村振兴再
出发，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

习近平总书记来明考察作出的重
要指示，为建宁“全莲宴”特色美食发展
指明了方向。建宁县通过举办“福源建
宁·全莲宴”烹饪大赛，开展“全莲宴”评
鉴会、直播等活动，打响“全莲宴”特色
美食品牌。同时，提升改造衙前食府美
食街，让古街焕发新活力，推出主题美
食餐馆、特色产品展示馆9个，并全部植
入“全莲宴”美食套餐，拉人气、促消费，
持续做旺文旅康养产业。

实施林木采伐管理制度、落实林
权登记管理机制、开发绿色金融产品、

抓好林票制度、林业碳票制度、创新服
务林农机制、推进执法队伍改革、国有
林业企业重组及国有林业企业“联
姻”……在林改的道路上，建宁县主动
融入三明市全国林业改革综合试点市
建设，围绕全市林改“八个创新”推动
各项工作，实现了森林资源永续利用，
促进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
益协调发展，“青山常绿，林农得利”的
场景在闽江源头落地生根。

在深化医改过程中，建宁县始终
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不断完
善、巩固全民健康管护组织，提升基层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动构建分级诊
疗、合理诊治和有序就医新秩序，让全
县老百姓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优质的
健康服务。

同时，以建好一块信息平台、规范
一组诊疗行为、配齐一批常用药物、落

实一套随访服务、畅通一条转诊通道、
确保一份档案真实等“六个一”为抓
手，全面实施规范化的诊断治疗和个
体化的行为干预指导，实现全程、动态
的疾病管理与健康促进，逐步建立以
慢性病病人为中心，医疗、预防和保健
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模式。

2021年，建宁全年GDP增长7.5%，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4.5%、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长7%、第三产业增加值
增长7.5%、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增长9%、10%，连续5年获评
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

建宁县委书记林大茂表示，建宁
县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决
策部署上来，以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
感，全力推进“四个再出发”，以优异的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四个再出发 建宁这么干
●本报建宁记者站 曾 程 苏美瑜 通讯员 黄国胜

3月10日，在市医保办驻沙县区
总医院医保服务站，沙县区总医院医
保办职工林银珠正在为患者邓先生办
理特殊病种结算。

“像我这样特殊病种的患者，以
前看病负担很重，还要来来回回跑几
个窗口。医改以后，我们看病负担每
年都在减轻，只需要在这一个窗口就
能完成结算流程，实实在在得到了实
惠。”谈及医改，患者邓先生脸上堆
满灿烂的笑容。

去年3月23日，林银珠在服务窗口
迎来一位特殊来客——习近平总书记。
他来到沙县总医院实地了解医改惠民情
况。

“那天我正好在窗口为患者办理
出院结算事宜，总书记走到窗口前，

亲切询问患者情况。他关心病人看病
方不方便，住院费用贵不贵，还叮嘱
病人家属要照顾好老人家。”回忆起
见到习近平总书记的情景，林银珠记
忆犹新。

牢记重要嘱托，医改再出发。一
年来，三明医改不断推进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我们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不断推出更好的医保政策，不
断提升服务质量。”林银珠说，“群众
办理结算手续更加方便，能报销的病
种更多，自费报销的比例更低。”

去年4月以来，我市慢性病参保
患者处方用量逐渐放宽。针对诊断明
确且需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在保
障用药安全的条件下，医师根据《处
方管理办法》和病情需要可适当增加

开药量，满足需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
者的医疗服务需求。

“今年3月，我市完善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两升一降
一规范’的医保新政更加惠民。”林银
珠介绍，普通门诊起付线由1000元降
至700元，年封顶线由3000元提高到
了17000元；29个门诊特殊病种医保
待遇不断提高，为六种慢性病患者免
费提供39类基本药物；住院报销比例
按转诊方式分别提高 5 至 15 个百分
点，努力实现医疗保障的全周期服

务、全地区办理、全方位保障。
“2003年我得了尿毒症，一周要血

析3到4次，负担很重。自从推行医改
后，现在治疗自付的费用逐年下降。”
正在服务窗口办理结算的陈先生告诉
记者，2014年时他的自付费用在6000
元左右，去年降到只要300多元。如
今，陈先生可以放心大胆地根据需求
进行血透治疗。

“能为守护人民的健康尽一份绵
薄之力，我感到特别光荣。”林银珠
说。

林银珠——

为守护人民的健康尽一份力
●本报记者 林思雨 通讯员 张铃珑

山水建宁美如画山水建宁美如画。。 （（李李 凌凌 摄摄））

——上接1版 除 了 工 程
措施治理水土流失，管住

“柴刀”也很重要。县里
实行燃料补助制度，积极
引导群众以电、煤、沼
气、液化气等燃料代替柴
草，累计发放非柴燃料补
贴政策资金 3942.5 万元，
对全县的水土流失区实行
全面封禁治理。

据统计，宁化县水土
流 失 面 积 从 1995 年 的
455.34 平 方 公 里 减 少 到
2020 年 的 221.63 平 方 公
里，减少了233.71 平方公
里。经治理成功的地块，
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山
地涵蓄水源、截留降水能
力明显增强，气候得到调
节改善，生态环境逐渐向
良性发展。

山绿水清，生态环境
好了，产业更加兴旺，农

民的腰包更鼓了。
宁化县在水土流失治

理区，把推广油茶、茶
叶、果业、食用菌、林产
业等特色产业与治理水土
流失项目相结合，不但治
理水土流失，同时促进产
业发展。目前，宁化县种
植油茶20万亩，每年给林
农带来直接效益达8000万
元。农民人均年收入由
1995 年的 1919 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6783 元，增长
8.7倍。

水 土 保 持 ， 功 在 当
代，利在千秋。守好绿水
青山，才能换来金山银
山。经过宁化干群20多年
来的艰辛付出与努力，一
幅“山清水秀、生态宜
居”的大美画卷正在宁化
大地徐徐展开。

紫色土上的绿色变迁

“给我婆婆购买了一份保险，没想到很快就派上用
场了，我们除了获得医保报销外，又另外节省了一笔
钱。”在谈及“三明普惠医联保”时，市民郑女士切身
感受到了这份“保险”减轻了人民群众的就医负担。

不久前，郑女士的婆婆因病住院，医疗费共45860
元，医保报销30123.24元，原本自己需再承担15736.76
元的花销。由于她提前给婆婆购买了三明普惠医联保，
因此又获得医保外的报销 10736.76 元，最终仅需自费
5000元。

“出院时赔款就已实时到账，无需再走任何商保理
赔流程，极大方便了咱们老百姓。”郑女士对这次就医
体验非常满意，并向工作人员赠送了一面锦旗，朴实的
语言中流露出对这份健康“红利”的感激之情。

这是“三明普惠医联保”首个一站式理赔案例。
作为全国医改“排头兵”，我市10年耕耘，医改成

绩硕果累累，正式进入了“以健康为中心”的 3.0 阶
段。“新医改之路”如何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期
盼和追求？要如何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商业健康
保险等为补充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建设？“三明普惠医
联保”为我市深化医改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在多层次健康保障
体系的补充作用，积极探索普惠型商业健康保险与三明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去年10月12日，“三明
普惠医联保”正式上线，进一步解决了群众看病就医急
难愁盼问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保
障需求。

作为专为我市市民定制的城市普惠型医疗补充保
险，“三明普惠医联保”集政府指导、老少同价、普惠
定制、特药补充、理赔便捷等诸多优势亮点于一体，是
全国首个与C-DRG衔接、首创5000元免赔额100%赔
付比例、首创特药分类管理机制的普惠型商业保险产
品，在商业保险领域开创了多个全国“第一”，体现了

“三医”联动改革的整体性、协同性。
今年2月28日，“三明普惠医联保”首年度参保通

道正式关闭，累计保费突破 1000 万元，参保人数近 7
万，相当于每35个三明本地医保参保人，就有1人选择
了这份专属的补充医疗保障。同时，三明普惠医联保1
月1日已开启保障，并同步开放为参保人提供免费增值
服务。

坚持人民至上，深化医改再出发。眼下，一个“全
方位、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全民健康目标正逐步实
现。截至3月2日，“三明普惠医联保”累计结案数量
385件，已决赔款781000元，最高赔付额5.8万元。

人民健康再添新保障
“三明普惠医联保”累计保费突破1000万元

●本报记者 郑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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