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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规定，现将三明市

流域面积 200～500km2 及跨县（市、区）河流流域综合规划

（2021～2035）环境影响评价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

一、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g⁃
kQR4nJ8TmSqH8RDPJEMA?pwd=qvto 提取码：qvto

二、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g⁃
kQR4nJ8TmSqH8RDPJEMA?pwd=qvto 提取码：qvto

三、查阅纸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公众提出意见有以

下途径：

规划组织编制单位：三明市水利局

联系地址：三明市三元区新市北路杜鹃新村23幢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598-5171190
邮编：365000 电子邮箱：249309698@qq.com
四、公众可下载意见表填写意见，并通过来人、来信、来

电等方式向项目建设单位反映。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项目所在地周边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24年 3月 27日—2024
年4月10日，共10个工作日。

特此公告！
三明市水利局

2024年3月27日

三明市流域面积200～500km2及跨县（市、区）河流流域

综合规划（2021～2035）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 告
漳平市新桥镇建新煤矿、大田县溪
口煤矿有限公司、福建省京鑫煤矿
有限公司：

本局受理吴允梯工伤认定一案
已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现依法向你
们单位公告送达编号：三明市（大田
县）认定工伤[2024]194 号《认定工
伤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如对本工伤
认定决定不服的，可自公告期满后
60 日内向大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或者 6 个月内向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本决定书即发
生法律效力。

大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4月8日

●泰宁县林木种苗协
会遗失“泰宁县林木种苗协
会 ”公章一枚 ，公章号 ：
3504290000089，声明作废。

●福建省明溪县烟草
专卖局伍步明遗失烟草专
卖执法检查证一本，证号：
35042107，声明作废。

●孙荣华、陈丽遗失儿
子孙岑亦的出生医学证明

一本，出生日期：2020 年 8
月 18 日，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T350667213，声明作废。

●伊佳伟、巫春兰遗
失女儿伊芯嫒的出生医学
证明一本，出生日期：2014
年12月23日，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O350817833，声明
作废。

●张兵勇遗失残疾证
（肢体肆级）一本，证号：
3504241987101103514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接1版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进行
研讨，推动《条例》入脑入心。要加
强警示教育，深刻剖析违纪典型案
例，注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党
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要加强解读和培训，深化《条例》理
解运用。2024年度县处级以上领导班

子民主生活会和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
会，要把学习贯彻《条例》情况作为
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
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精心组织实施，加强督促落实。要
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坚决反对形式主
义，防止“低级红”、“高级黑”。

让老区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病”
——上接1版 获得成长、实现蜕变，建
设医院的明天。

近年来，医院党委从顶层设计上
强化推动，加强“引进来”和“送出去”，
鼓励学员开拓视野，带回先进技术、掌
握先进理念。市第一医院选派政治素
质高、业务素质过硬的行政管理人员、
临床科主任、业务骨干共十一批156人
赴中山一院开启“组团式”进修；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在“名医工作室”建设、
互访交流 、骨干驻点、进修培训、“双
线”指导、学术交流、远程医疗、党建共
建等8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广安门医
院合作共建。

市第一医院致力于优化人才队伍
建设，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
通过选派骨干医师与中山一院驻点专
家建立师徒关系，发挥“传帮带”作用，
培养理论深厚、技术精湛、品德高尚的
医学人才。同时，成立“青年学苑”，充分
利用中山一院的优质资源，通过线上线
下形式邀请专家进行医疗教学活动，提
升青年医师、护士和管理人员的专业素
养。青年学苑举办公开课和工作坊，至
今已设10个工作坊，邀请中山一院专

家授课 88 场次，受益人群超 1.3 万人
次，不仅促进了医疗水平的提升，还为
医院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发挥“校—医
合作”、“科—医合作”等模式，借助
广安门医院、福建中医药大学、省市
科技局科研平台，常态化组织开展科
研讲座。2023年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
院开展科研课题立项71项，6个帮扶
科室获得福建省级自然科学基金科研
课题立项5项。2023年广安门医院对
接科室与专家共同发表论文4篇，录
用待发表2篇，在广安门驻点专家指
导下，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荣获2023年
福建省中医药针灸推拿适宜技术技能
大赛团体一等奖，并在个人总分、灸
法实践技能、针刺实践技能等方面均
斩获第一名。

群众的笑脸最美，人民的分量最
重。在结对帮扶的助力下，三明医改不
断取得新的成效，我市将努力构建更
加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
服务，为革命老区的高质量发展筑牢
坚实的健康之基。

守护好14亿多中国人的健康，
对世界卫生意味着什么？

从消除疟疾、脊髓灰质炎等重
点传染病，到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这条健
康之路，不仅与全球约18%人口的
健康福祉息息相关，也为改善全球
卫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从“小病不出岛”到
“大病有依靠”

江苏省镇江市世业镇，长江中
的一座小岛。常住人口1万多人，居
民看病主要依靠镇卫生院。

与镇江市级医院联动设立全
科—专科联合门诊，专家定人定时
来岛上服务；对全镇2200多名高血
压和糖尿病患者开展规范化管理
……如今，世业镇卫生院年门诊量
6万人次，基层就诊率84.79%，慢病
患者就诊率达到90%。

4月7日，世界卫生日。在国家
卫生健康委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
代表处共同举办的主题宣传活动
中，世业镇卫生院院长胡小忠讲述
了健康服务水平提升的切身体会：

“‘小病不出岛、大病有依靠’已经
由梦想变为现实。”

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

标。放眼全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
死亡率降至历史新低，建成了世界
上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居民主要
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一组组数字，勾勒起人民健康
水平持续提升的曲线。

活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李斌说，新时代以来，党和政
府将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我国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持续增强，全体人民健康
权得到了充分保障。

从疟疾防控作表率到
援外医疗传经验

今年3月，第20批援津巴布韦
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回国。针对当
地常见的疟疾等传染病，援外医疗
队员不仅时常开展义诊，还积极向
当地居民科普防治措施。

“我们制作了中英双语疟疾防
治科普视频，让当地群众更好地了
解疟疾防治知识。”援津巴布韦医
疗队成员、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
科医生胡杨说。

疟疾曾是我国流行历史最久、
影响范围最广的重大传染病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每年约有3000

万疟疾病人，其中湖南等地就曾发
生过疟疾流行。

2021 年6 月，世界卫生组织正
式宣布中国消除疟疾。继消灭天
花，消除丝虫病、脊髓灰质炎、新生
儿破伤风之后，我国结束了又一个
重点传染病肆虐的历史。世卫组织
发布新闻公告说，中国疟疾感染病
例由每年3000万减少至零，是一项
了不起的成就。

伴随着援外医疗队奔赴 76 个
国家和地区，中国成功消除疟疾的
经验做法也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
可，越来越多国家借鉴“中国经验”
防治疟疾。

世卫组织中国代表处代办乔
建荣表示，以初级卫生保健为基础
的卫生服务体系，确保了卫生服务
的可及性，并能及时有效地应对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

从环境卫生治理到全
面社会健康管理

南京，五老村爱国卫生运动纪
念馆。一项项展品，记录着70余年
来中国共产党把群众路线运用于
卫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实践。

新中国成立前，五老村遍地污
水塘，被称作“苦恼村”。经过“人人动

手，改造家园”，棚户区换了新模样。
再后来，这里被评为“健康街道”。

“我们将继续深化拓展爱国卫
生运动的形式和内容，在共治、
善治、精治上下功夫，让辖区居
民的健康幸福之路越走越宽广。”
五老村街道树德里社区党委书记
葛倩说。

早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成
为全球公共卫生界的口号前，中国
就已经通过爱国卫生运动践行着
这一原则，为提高中国人民的健康
水平作出了巨大贡献。2017 年，世
卫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
治理杰出典范奖”，以表彰爱国卫
生运动取得的成就。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生
活方式变化，14亿多人的健康面临
多重疾病负担并存、多种健康影响
因素交织等挑战。促进健康，不仅
靠医疗卫生的“小处方”，更要靠社
会综合治理的“大处方”。

从打造城乡人居“新面貌”，到
实现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再提升”，
再到激发社会参与“动力源”，各地
正在丰富爱国卫生工作内涵，创新
方式方法，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
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

（新华社北京4月7日电）

划出持续上扬新曲线
——世界卫生日看“健康中国”贡献值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邱冰清 帅 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