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4
2024年3月22日 星期五

综合新闻/公益广告
责任编辑 张少康 谭 希

邮箱：2373232113@qq.com

乡村行·看振兴

2015年，教育工作者简祖奎前往
正安县红十字会登记，成为该县第一
位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今
年 3月 9日，60岁的他不幸罹患癌症
去世，家人遵循其生前意愿，在当地
红十字会的协调见证下进行了遗体
捐献。

在遵义市红十字会的捐献者档案
中，像简祖奎这样的捐献者还有很多，
他们选择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为国
家医学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也用爱
心演绎了生命的延续。

无私奉献传递大爱

2011年 5月，遵义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成立了遵义市红十字会遗体捐
献登记接受站。2013年 6月，挂牌成
立遵义市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接受
中心遵医附院工作站。2019年 5月，
遵义市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
在遵义医科大学挂牌成立。我市率先
在全省开展人体器官捐献宣传、见证
等服务工作，2014年 8月，实现了贵
州省人体器官捐献“零”突破。

遵义市人体器官与细胞组织捐献
管理工作站站长罗福军，一直从事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登
记、协调见证捐献等工作，他告诉记
者，志愿者和捐献者们来自各行各业，
有医生、教师、民警、学生、务工人员、
公务员等。

“2012年 5月 9日，家住汇川区的
陈俊良老人登记成为遗体和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者，那时还是手写登记，8年
后，他捐献遗体，完成了遗愿。”罗福军
回忆，2023年5月，家住城区的五位老
人来到他的办公室，因对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有共同的想法，所以相约专
程来到遵义市红十字会，登记成为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

多年来，遵义市红十字会不断加
大对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宣
传普及，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开展
多种形式的捐献宣传活动，不断提高
全社会对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的正
确认识。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成为遗
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从最初的
一年几人到几十人，再到几百人，现
在，一年的新增志愿者已达到了上千
人。据统计，目前，我市遗体和人体
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累计达到
39000余人。

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生命

截至目前，我市实现人体器官捐献 389例，捐献器官 1112个，为
1112名器官衰竭的患者带去重生的希望，捐献眼角膜44只，让44位失
明患者重见光明。遗体捐献70例，为医学教育和科学研究作出了重要
贡献。

在红花岗区雨水路口旁的山上，遵义遗体器官捐献纪念碑是遗
体器官捐献者家属寄托哀思、怀念亲人的场所，也成为社会公众追
思、缅怀瞻仰的平台。纪念碑上镌刻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每一个
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自2020年9月落成后，每年都有
纪念活动，不少市民前往献花、缅怀。

前不久，纪念碑上刻上了 2023年捐献者们的名字，其中就有凤
冈县的公务员钱琼。去年 5月，她突发脑出血离世，经家人商议，确
定捐献她的器官让她的生命在更多人身上延续。

“感谢他们的奉献，推动了医学的发展，让患者走向新生。”谈及
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遵义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感慨不已。
对他们而言，捐献者是伟大的，捐献者的家属同样伟大。

捐献者们的故事感染着大家，每次遵义市红十字会开展宣传活
动时，都有不少市民主动咨询。

如何申请成为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者呢？罗福军介
绍，登记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登录“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官
方网站进行线上登记（网址：www.codac.org.cn）；二是通过搜索“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志愿登记”进入页面，点击“我
要登记”，填写信息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登记；三是通过线下前往
所在地红十字会进行登记，只要带上身份证即可办理。遵义市红十
字会咨询电话：0851—2826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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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绥阳县温泉镇强化党
建引领，采取“合作社+种植大户+
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农业经济。
图为近日村民在温泉镇公平村辣
椒育苗基地劳作。

（王泽熙 郑孟庭 摄影报道）

阳春三月，天气渐暖。在汇川
区大连路街道茅草东社区家怡花
园小区睦邻书屋里，孩子们正在老
师林桂志的指导下认真学习。

走进家怡花园小区，满园的绿
植花卉、崭新的健身器材、干净整
洁的小区环境让人情不自禁地放
松下来。“小区能像现在这样美丽
和谐，是居民们尽自己所能，一起
努力得来的结果。”林桂志说。

林桂志是家怡花园小区的居
民，今年 60岁的他是一名退休教
师，也是家怡花园小区自治管理委
员会主任。

据了解，家怡花园小区从
2003修建以来一直都没有物业管

理公司，属于典型的破、堵、乱老旧
小区。小区基础设施老化，车位严
重不足，管理混乱，邻里纠纷多，严
重影响小区和谐。

2023年，借着汇川区第二批
“红色美丽楼栋”创建的机遇，社区
主动向街道办请求纳入创建对
象。在各单位的帮助下，小区的基
础环境设施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内
部管理问题却没有得到解决。

“在大连路街道办事处的带领
下，社区探索出‘建睦邻阵地、组睦
邻队伍、定睦邻制度、办睦邻活动’
四步工作法，在汇川区‘红色美丽
楼栋’创建中打造‘睦邻之家’，推
进‘小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

式。”茅草东社区党总支部副书记
陆鹏说。

通过热心居民自荐，社区党组
织酝酿，三分之二以上业主签字同
意，公示无异，“家怡花园小区自治
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同时，社
区牵头制定了自治管理制度，确保
管理规范。

自从自治管理委员会成立以
来，大家在“睦邻议事亭”一次次地
开会商量社区自治方案。睦邻书
屋、睦邻黑板报、睦邻文化墙、睦邻
停车场等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
的社区新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为了进一步激励小区居民参
与小区自治管理和社区治理的积

极性，相关部门和辖区300多家商
铺签订睦邻店铺共驻共建协议，形
成了“睦邻店铺”联系制度，为参与
社区治理的居民提供消费优惠。

“目前已经向我们小区的‘楼
栋红管家’和‘睦邻书屋’指导老师
等 32人发放了‘睦邻卡’。”陆鹏
说，下一步我们将积极探索对辖区
优秀居民代表、优秀联户长发放

“睦邻卡”，持续让居民得到实惠。
如今，在社区和小区居民的共

同努力下，家怡花园小区实现了由
破至新、由堵至通、由乱至变的转
变，居民互帮互助，真正成为美丽
宜居的“红色美丽楼栋”。

（王丹灵）

茅草东社区

居民自治管理 小区焕发新颜

本报讯 （记者 陆邱珊）
“你们在给辣椒覆膜的时候，要注
意盖好，便于后期移栽工作。”近
日，播州区铁厂镇农业农村服务
中心农技人员罗鸿走进田间地
头，为群众春耕生产“把脉问诊”。

今年以来，铁厂镇紧盯春耕
备耕目标要求，突出支部引领、产
业带动，搭建“产供销”平台，试点
推行“党支部引领、村社企联建”
的种植养殖发展模式，提高群众
春耕备耕积极性，助推农业产业

高质高效发展。
铁厂镇院子村作为该镇“党

支部引领、村社企联建”的试点村
之一，以“支部+村集体（合作
社）+种植大户+农户”的组织方
式发展订单辣椒种植，对转变全
镇种植模式，壮大村集体经济进
行有效探索。

时下，在院子村辣椒种植基
地，辣椒种植大户正组织工人掏
厢、起垄、覆膜，现场一派繁忙景
象。当地辣椒产业的发展以及辣

椒基地的建立，也让不少村民在
家门口就能务工增加收入。“在辣
椒基地工作，100元钱一天，我非
常满意。”院子村村民周承先说。

院子村村民何大礼是种植辣
椒的行家里手，多年的辣椒种植
经验让他的家庭经济收入大大增
加。去年他种植了 10余亩的辣
椒，收入达8万余元。今年，他又
增加了10亩地种植辣椒，成为村
里的辣椒种植大户。

据介绍，院子村以“党支部引

领、村社企联建”的合作模式，发
展辣椒 1800 亩，其中辣椒订单
1500亩，惠及农户179户，解决就
业 200余人，既增加了群众的收
入，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的收入。

目前，该镇发放玉米良种
1000余公斤，规划大豆玉米带状
复合种植示范点2个共计400亩，
已翻犁土地1.5万亩，春耕备耕工
作正有序进行，“党支部引领、村
社企联建”为该镇春耕生产按下

“加速键”。

铁厂镇

党建引领促春耕备耕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