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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 人大代表联络站 24 小
时不打烊， 村民想要找人大代表，只
需到家门口的联络站（点 ），或者点点
鼠标上网即可。 近年来，中山在各镇
各区街全面铺开代表联络站建设，架
起市镇代表与居民之间的“连心桥”，
有效解决了民生热点难点问题。

为了方便群众反映问题，中山各级
人大还推出夜间接待群众、网上接待群
众等服务。“有事找人大代表”“有意见
到代表联络站提”……如今，代表联络
站逐渐成为中山群众反映诉求的新途
径，村民成为代表联络站的“常客”。

联络站建在“家门口”
“村里的路灯能否尽快安装，现

在晚上出行不方便，而且安全隐患也
大。 ”在中山市横栏镇贴边村人大代
表联络站内，村民陈大爷正在向人大
代表反映问题。

“老陈，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
会及时反馈给镇城建部门，我们也会
在第一时间将反馈结果告诉您。 ”联
络站内，两位市、镇人大代表对群众
反映的问题进行登记、汇总、报送。

据了解，近年来，横栏镇按照“地
域就近，方便召集”原则，在原有一个
镇级人大代表联络中心站的基础上，
分别设立 10 个村级人大代表工作联
络站，就近了解社情民意，全镇各级
人大代表分区域驻站服务群众。

“当场可答复的问题，当场答复；
当场不能答复的， 先做好解释工作，
再交有关部门处理。 ”横栏镇人大主
席冯结红告诉记者。

“原来我们老百姓有诉求必须往
镇里跑， 现在直接到这个联络站，很
多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真是太方便
了！ ”陈大爷深有感触地说道。

夜间时段也接待群众
人大代表白天接待来访群众，我

们已经很习惯。 横栏镇别出心裁，增
设“夜间接待”。 冯结红说：“我们在接
待群众时发现，一些群众因为白天要
上班，没有时间反映问题。 于是，我们
特意把接待的时间安排在了晚上，让
群众反映问题更方便。 ”

夜间接待期间， 横栏镇贴边村的
陈先生反映“茂圣路的道路下雨天水
浸街”。 在代表的大力推动下，贴边村
村委到现场了解情况后对该问题提出
了处理措施：将提高路面，重新安装茂
圣南路的排水管，强化排水能力，并定
期检查排水设施，确保排水畅通。谈起
茂圣路的变化，周边村民们连连称赞。

据了解，2019 年中山市人大代表
联络站已从 62 个增至 96 个，全市累
计进站活动的市镇人大代表达 2000
多人次，共接待群众 6700 多人次，收
集意见 2000 多条，全部得到答复。

县乡人大工作
广东实践

代表联络站
架起“连心桥”

线上线下
白加黑“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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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罗定市三屋村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杨再睿
通讯员 李朝正

云浮罗定市华石镇三屋村，家
里接通了自来水的村民莫彩浩，正
在淘米洗菜，准备一家的午饭；庭院
里闲置的水井， 宣告饮用井水历史
的结束。 在村头，承包了 35 亩朝天
椒种植基地的村民陈大胜， 正在整
理水管，为灌溉做准备……近日，羊
城晚报记者走访三屋村时了解到，

在走向小康生活的路上，水利扶贫惠及每一户
村民，乡亲们生活生产再无用水之忧。

自 2017 年以来，罗定市水务局一直致力
于改善当地村民的集中供水条件，保障供水顺
畅及水质达标率。2019 年，在帮扶单位广东省
国家安全厅及当地政府部门的努力下，华石镇
三屋村实现了自来水全覆盖，村民灌溉取水也
愈发便捷。

水利惠农续写“长岗坡”故事

文 / 羊城晚报特派贵州记者 李钢
图 / 羊城晚报特派贵州记者 邓勃

广州主攻产业扶贫，激活
贵州贫困地区“造血”功能

户户通上自来水
“过来饮茶先！ ”6 月 19 日，三屋

村村民陈新芳向记者打招呼。 泡茶的
水，就是烧开的自来水。 据了解，为了
保障三屋村村民早日用上自来水，帮
扶单位在该村同步实施了“自来水入
村”和“自来水入户”工程。 今年 3 月，
该村所有入户水管全部接通，农户都
用上了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陈新芳说，在没通自来水前，村
里家家户户都会在家里挖一口井，
井深四五十米， 再通过手摇水泵来
抽水；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当地村
民又陆陆续续用电将水抽到屋顶的
大水箱中，再接通管道使用。

“新买的壶煮井水， 很快壶壁
上便是一层水垢。 长期饮用，也不
利于身体健康。 ”陈新芳说，他的妻
子曾患上肾结石，后来，家里需要
长期到镇上订购桶装纯净水。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之前平
均每个月抽水电费 50 多元、 桶装
水消费也要一百多元；如今接上了
自来水，每个月水费只需 30 多元。
此外，自来水水源为当地的金银河
水库，水质有保障。

记者从当地水务局获悉， 去年
之前， 帮扶单位出资约 21 万元铺
设了“477 县道———三屋村委自来
水主管道”，同时协调当地市、镇多
部门，争取了 16 万元铺设“三屋村
委———旧三屋村自来水管道”，项
目于去年 12 月竣工。

当地驻村扶贫工作队和市水务
局、供水集团等单位进行了多次协
商，自来水入户费用降为 1300 元 /
户，并于今年 3 月全部接通使用。

“喝水不忘通水人。 ”记者采访
时，村民们对当地多部门勠力同心
为村民供水的举措竖起了大拇指。

破解灌溉缺水难题
在刚刚长出青禾的试验田上，

陈大胜接通水管，打开开关，奔腾
的水涌进田里。 他抄起水管，奔走
在田埂上进行灌溉。

陈大胜是当地的种植大户，管
理着 30 多亩种植地，分别种有朝天
椒、南瓜、丝瓜等。“水，是收成最主
要的保障。 ”他说，长期以来，村里农
田大多用鱼塘水、井水来灌溉，遇到
泥沙阻塞，疏通起来非常费时费力；
此外还需保障鱼塘供水足够， 不发

生渗漏等问题。 如今，有了自来水，
农田灌溉既高效又便捷。

当地水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由于华石镇水库出水量不足，
且三屋村地处全镇排灌渠最下游，
村民曾深受缺水困扰。 为了解决全
村 1100 多亩耕地的灌溉问题，经
过罗定市泷江水利水电勘测设计
院勘测，当地修建了两座电灌站。

在水口自然村， 集建设泵房、
储水池、镇墩、管路和配套电机等
设备于一体的电灌站已投入使用。
据该村扶贫工作队队员介绍，该电
灌站将承担水口自然村及新三屋
自然村共约 800 亩的灌溉任务；在
根竹岗自然村， 同样配套的电灌
站，承担着根竹岗自然村约 300 亩
农田的灌溉任务。

华石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三屋村主打种养产业，因此，水
利的发展，是当地产业发展水平的
决定因素。

赓续长岗坡精神
在精准扶贫的持续推进下，三

屋村村民阔步走在“希望的田野”
上。 目前，三屋村已退出相对贫困

村序列。 以水利为依托，三屋村深
化与农科公司合作，通过“合作社 +
农户 + 公司” 模式推广朝天椒种
植。 2019 年共有 46 户贫困户参与
朝天椒三期种植，覆盖了全部有劳
动力贫困户，种植面积达 60 亩。

由于村民种植方法得当、 产量
较高，去年上半年，辣椒每亩收益超
万元，同比增长 1 倍，不仅有力提高
了贫困户收入， 更使他们对脱贫奔
康充满信心。 去年底，第四期朝天椒
项目种植面积达 150 亩。 当地还将
辣椒种植推广到华石镇其他 4 个贫
困村，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此外，帮扶单位创新“合作社 +
电商”模式，使三屋村古法花生油、
手工辣椒酱制作工艺获得较好社
会反响，带动村花生油、辣椒酱、糯
玉米营销收入约 2 万元。

新时代的水利惠农故事，催人奋
进。 翻开罗定兴水利惠百姓的故事，
更是让人敬佩：上世纪70年代，饱受
旱涝困扰的罗定人， 举全县之力，兴

建了全长5.2公里的“人工天河”———
长岗坡渡槽。工程全靠着当地老百姓
人挑肩扛、钢钎铁锤而建成。至今，渡
槽从未大修，没有一处漏水。 以之为
基础的稻米种植业迅速发展。罗定市
先后五次摘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 称号，“亚灿米”“聚龙米”“青州
米”等优质大米品牌声名远播。

从长岗坡到三屋村， 三十公里
的距离，也是当地水利发展扎实推
进的缩影。“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有
信心让这片田野继续 （充 满 ）希
望。 ”扶贫工作队队员说道。

数数说说成成效效

“刺梨之乡”从贫困村蜕变小康村

●当地前后累计投入约 37 万
元，实现自来水从县道进村委、连接
各行政村，户户通上自来水。

●2019 年三屋村贫困户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约 1.8 万元 ， 相比
2016 年增 350% ； 村集体经济收
入约 7 万元，是 2016 年的 35 倍。

村民通过电灌站
取水灌溉

刺柠
吉饮料如火
如荼生产 人大代表就市民反映问题督促解决

“输血”帮一时，“造血”济久远。
近日，记者在贵州毕节市、黔南州

采访时了解到， 在对口帮扶两地过程
中，广州主攻产业扶贫，帮助当地形成
“造血”能力，不仅实现脱贫目标，更使
当地群众稳步走上致富道路。

野生刺梨成增收致富果
黔南州惠水县岗度镇村民罗显

阳一开始不太明白，当地漫山遍野生
长的刺梨究竟有什么用； 而如今的
他，已经开始规划大面积增产这种维
生素 C 含量极高的植物。

“我现在都不出去打工了。 通过合
作社的模式， 周边村民都开始规模化
种植刺梨。 刺梨很好打理，只要插枝到
地里，它自己就可以生长。 我们村寨里
的贫困户都因为种植刺梨而受益，仅
靠每年的刺梨收入就可以实现脱贫，
每户增收至少四五千元。 ”罗显阳说。

发生在罗显阳身上的转变，正是
源于刺梨产业的蓬勃发展。

在惠水县， 广药集团的生产基地
正在如火如荼地生产着新研发的刺柠
吉饮料。 贵州王老吉刺柠吉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叶继增告诉羊城晚报
记者， 他们通过产品创新， 将贵州当
地的刺梨从农产品变成了大规模产业
化的饮品， 探索出了一条“特色产业
消费扶贫” 之路， 建立起了脱贫乃至
致富的长效机制， 形成可以复制的扶
贫模式。 今年 4 月，钟南山院士还走
进直播间，为贵州刺梨“带货”。

据了解，刺梨饮料推出不到一年
时间，销售额已经过亿。

如今， 贵州的刺梨种植面积已超
过 176 万亩，惠及农户 6.5 万户、21.7
万人，户均增收 6138 元。 以“中国刺
梨之乡” 龙里茶香村为例， 该村从人
均收入不足 400 元的省级二类贫困
村，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新模式盘活土地促进就业
充分利用贵州当地的地理、气

候、物种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是产业
扶贫的思路之一。

2018 年 10 月，广州市宏荔销售
有限公司经东西部协作落地于贵州
荔波县，成立了粤盛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 他们看中当地特色桑蚕产业，大
力发展桑芽菜项目。

粤盛公司总经理陈观志向羊城
晚报记者介绍说，桑蚕产业是荔波县
的主导产业，着力打造“一片嫩芽撬
动一个新产业”的农业新模式，每年
可以创造 1500 个就业岗位。

粤盛公司的桑芽菜项目采取“公
司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盘活当地
广大贫困户空置、 闲置及低效土地，
以年租金 300 元每亩进行流转开发，
涉及建档立卡贫困户土地 700 亩，带
动贫困户 155 户 614 人增收。 此外，
企业直接提供就业岗位吸纳贫困户，
目前已提供就业岗位 174 个，带动覆
盖贫困户家庭人均年增收 3600 元。

广州江楠集团同样准备在贵州进
行大规模的投入和建设。 大型物流园

区一期前期即将在 6 月底开始启用。
广州江楠集团副总经理兼贵州

威宁物流园总经理李效军介绍，江楠
集团目前正在贵州建设两个育苗中
心、三个种植基地和一个农产品物流
园，进行农产品全产业链建设。其中，
农产品物流园占地面积 1460 亩，整
体投资达 25 亿元， 将带动周边乡镇
1 万亩种植业发展， 直接涉及农户
5000 户，带动就业 2 万人，争取贫困
户就业率达到 70%以上。

据了解，广州紧紧抓住产业帮扶
这个主攻方向，坚持“输血”与“造血”
并重，自帮扶以来，共引导 204 家企
业到毕节市、 黔南州两地投资兴业，
累计实际投资额 110.1 亿元， 带动
12.04 万人增收。 在三地的共同努力
下， 毕节市和黔南州共有 173.68 万
人脱贫、14 个贫困县摘帽，毕节市的
贫困发生率从 2016 年底的 13.19%
下降到 2019 年底的 1.54%， 黔南州
的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2016 年 底 的
12.96%下降到 2019 年底的 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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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好牙是身体健康的基础。牙疼、缺牙，不
仅会影响进食， 甚至还会引发肠胃及心血管等
疾病。 即便如此，很多受口腔问题困扰的市民，
往往也是到了牙齿松动、脱落的地步才去求医。

无需排队 博硕学位专家一键预约
为了解决广大市民看牙难等问题，德伦口腔

打造口腔云诊所， 人均十多年临床经验以及公

立三甲医院从业经历的博硕学位专家团开通线
上预约服务。 市民可关注德伦口腔微信公众号，
点击菜单栏“我的云诊所”进入，根据自己的需
求观看专家口腔知识科普视频、 进行自主预约，
免去不必要的排队等候时间。

解决全 / 半口缺牙、高龄种牙难题
据院方介绍 ， 诸多缺牙市民将德伦口腔

作为看牙首选 。 一位 70 多岁的老伯说道 ：
“朋友介绍我来德伦种牙 ，又好又耐用 ” ！ 对
此 ， 德伦口腔相关负责人表示 ， 德伦口腔在
很早之前就引入了数字化种植牙技术 ， 可以
做到精准植入 、 舒适无痛 ， 尤其适用于缺牙
多颗的高龄复杂案例 ， 对于无牙颌市民也非
常适用 。

德伦口腔数字化无牙颌舒适种植牙主要的

操作方式是通过口腔全景片拍摄缺牙患者的口
内状况，然后通过数字化取模获取患者的实时数
据，再综合分析数字资料制定出适合的数字化导
板，完成精密的术前设计。 医生在 3D 数字化导
板的导航作用下，进行数字化精准种牙，不易出
现手工种牙的失误与返工问题，安全性、舒适性
也会大大增加。 目前，德伦口腔高科技数字化种
植牙拥有数万成功案例，帮助缺牙市民重拾口腔
健康。

安全舒适 消除恐惧轻松种牙
对种牙过程的恐惧也是缺牙患者迟迟不敢

就医的原因之一。德伦口腔为了给市民带来轻松
舒适的种牙体验，积极引入数字化舒适无痛诊疗
技术， 根据缺牙市民的身体状况提供心理疏导、
行为引导、 笑气吸入、STA 无痛注射局部给药、
中深度舒眠镇静等多级舒适治疗方案。尤其针对
高龄无牙颌、疑难的半口 / 全口缺牙、口腔黏膜
异常敏感等特殊市民，可实现让其在安全无痛状
态完成种植。

口腔智慧医疗再升级，向全面化、一体化、智能化迈进

在线预约博硕学位专家，轻松解决缺牙难题
文 / 华章

看牙公益补贴 惠及广大市民

德伦口腔无牙颌舒适无痛种植牙， 可恢复自
然牙 90%-100%的咀嚼功能。 而且治疗周期短、
愈合快，稳固耐用、使用寿命长。 为了让更多的缺
牙市民重获口腔健康，深入推进“三减三健”健康
口腔行动， 德伦口腔积极推出各项惠民政策，对
多个口腔诊疗项目进行公益补贴。 种植牙补贴至
高达 5000 元 / 颗。 还可享受博硕学位专家联合
会诊，定制专属优质诊疗方案。 有需要的市民可
拨打福利热线：020-83752288，即可申领。

相信只有贴心的服务、 先进科学的诊疗技术
和人性化的诊疗模式，才能有效提高市民看牙满
意度，令广大市民对德伦口腔更加信赖。

▲德伦口腔成为市民看牙首选 ▲数字化舒适无痛诊疗技术帮助市民轻松治疗

▲专家联合会诊，为患者优选适宜的治疗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