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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之城聚焦民生小事
东南名邑绘制共富图景

王玛咪

20232023年年，，余姚再次上榜余姚再次上榜““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

作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拥有史前文化拥有史前文化、、姚江文化和红色文化三张名片的宁波余姚姚江文化和红色文化三张名片的宁波余姚，，经济发展也尤为显眼经济发展也尤为显眼，，20212021年人均地区生产年人均地区生产

总值突破总值突破 1010 万元万元，，城镇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77..3838 万元和万元和 44..5757 万元万元，，城乡收入比缩小到城乡收入比缩小到 11..6262；；20222022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131513..5959亿元亿元。。

数据印证下的数据印证下的““幸福幸福””理性确凿理性确凿，，当我们走进范仲淹笔下这座当我们走进范仲淹笔下这座““东南最名邑东南最名邑”，”，在村卫生室的智慧化医疗里在村卫生室的智慧化医疗里、、在护理院的专业化照料里在护理院的专业化照料里、、在工业园区的源头化治理里⋯⋯一件件在工业园区的源头化治理里⋯⋯一件件

民生小事里民生小事里，，余姚人的幸福更具体可感余姚人的幸福更具体可感，，共富底色更真实鲜亮共富底色更真实鲜亮。。

以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样板为引领以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样板为引领，，余姚将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紧密相连余姚将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紧密相连，，深入实施公共服务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七优享””工程工程。。提升全市提升全市2121个乡镇个乡镇（（街道街道））村卫生室村卫生室，，实现实现

农村居民农村居民““病有良医病有良医”；”；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支持失能群体支持失能群体““老有所护老有所护”；”；设立入企纠纷调解室设立入企纠纷调解室，，保障务工人员保障务工人员““劳有所得劳有所得””⋯⋯⋯⋯

从细微处从细微处、、源头处下工夫源头处下工夫，，推进公共服务均衡可及推进公共服务均衡可及、、优质共享优质共享，，民生保障托稳民生安康之民生保障托稳民生安康之““底底”，”，余姚被授予余姚被授予““中国城市民生成就大奖中国城市民生成就大奖”。”。

四明山下四明山下，，姚江之畔姚江之畔，，山山而川山山而川，，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居住于此的人们享受着城乡间普惠均等的公共服务居住于此的人们享受着城乡间普惠均等的公共服务，，称心称心、、安心安心、、顺心的生活在顺心的生活在““幸福之城幸福之城””绵延发展绵延发展。。

“腰不好每天来艾灸，小毛小病都
能看，常服药都能配，基本不用儿女操
心，阿拉都说日子太好了！”80岁的新桥
村民胡根美步行 10 多分钟到狮子桥卫
生室就诊，家门口医疗服务的提升，让
她生活更“称心”。

医疗是民生之本，村卫生室是兜住
基层卫生健康服务的“网底”。打通群
众看病难的“最后一公里”，余姚以“三
优三提”改造村卫生室，提升基础设施
和服务能力，保障农村居民享有安全、
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和均
等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改造后就医需求量明显提升，60
个号子，天天挂完。”阳明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书记秦春晖介绍，“环境美、业
务强、服务优”的狮子桥卫生室，让越来
越多村民选择“小病不出村”。

优化基础设施，村卫生室环境更
美。“按照规范化、示范化和智慧化分级
对全市村卫生室改造。”余姚市卫健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改造 91 家村卫

生室，2024 年计划改造 95 家。到 2025
年底，村卫生室规范化率达到100%，示
范化率达到15%以上，21个乡镇（街道）
均有1家及以上智慧化村卫生室。

今年 7 月，按示范化标准改造的狮
子桥卫生室投入使用，200 多平方米经
过优化布局，功能更加完善，流程更为
科学，门诊室、药房焕然一新，并增设
慢性病一体化和中医门诊。候诊区的

“5G+智慧医疗一体机”，让就诊更为
便 捷 。“ 配 点 基 础 药 物 ，节 省 很 多 时
间。”汪女士在村卫生室进行挂号—自
助预诊—门诊开药—药房取药，全流
程不超过 10 分钟。

优化队伍建设，村卫生室业务更
强。村卫生室是基层健康的守护站，乡
村 医 生 就 是 农 村 居 民 健 康 的“ 守 护
人”。做强基层医疗，余姚把优化乡村
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以后不愁没有年轻好医生了！”梁
弄镇汪巷村村民听说来了一位叫岑佩
佩的“事业编村医”，像吃下了一颗“定

心丸”。余姚面向社会招聘“事业编村
医”的做法，是浙江首创的乡村医生用
人机制。

余姚以“事业编村医"破解村医招
不进、用不好、留不住难题，并通过提高
乡村医生合理收入、加大乡村医生培育
力度、提升乡村医生能力水平等对策，
缩小城乡卫生健康服务差距。

优化机构管理，村卫生室服务更
优。完成三优三提改造的 186 家村卫
生室，不仅有统一标识和外观，还有统
一管理和服务标准，严格实施基本药物
制度，并规范医保实时结算。

“配齐全市 76 类常用慢性病药物，
未备药品中心药库可根据病人需求预
约进药，也可通过宁波云医院配药。”狮
子桥卫生室药房管理人员介绍，为群众
提供方便配药外，门诊还提供 200 种左
右的检验项目服务。

今年余姚还创新建设“5G+AR”编
织全域急救“E”张网，实现急救体系各
乡镇（街道）全覆盖。在人少分散的山

区行政村，则通过医疗服务专用车辆，
为山区群体提供上门的彩超、心电图、
检验等移动智慧微医院服务。

家门口的高品质医疗服务，切切实
实提升余姚人的生活品质。据统计，
2012 至 2022 年，余姚居民人均预期寿
命从79.76岁上升至81.46岁，健康期望
寿命从70.24岁上升至71.63岁，幸福感
映照在每个长寿者的笑脸上。

做优村卫生室做优村卫生室
农村居民就医更称心农村居民就医更称心

“我和工友把这当做员工之家，遇
到问题第一时间就来这里。”在舜宇工
业园的人社局驻企劳动纠纷调解室，
员工胡美丽谈起在此的工作生活，
用了“顺心”两字，上半年想要离职
的她，在专业调解和心理疏导下，如
今正收获新的成长。

“人社驻企劳动纠纷调解室，是余
姚探索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将矛盾纠
纷关口前移到企业，在劳动密集型制造

业企业、重点工程项目、新业态企业等
设立调解室，在企业的微信公众号等开
设线上投诉通道，安排人社调解力量下
沉到企业，联合企业人力资源部共同调
解劳动纠纷。”余姚市人社局工作人员
史书婷在企驻点指导劳动纠纷源头

“解”的做法，在她看来这不仅有利于企
业持续发展，也助力营商环境持续向
好，促进社会和谐。

目前余姚已在 2 家重点企业试点
设立“人社驻企劳动纠纷调解室”，累计
调解劳动纠纷280余个，其提炼的经验
将进行全市复制推广。

真正的喜悦，是劳有所得；保障
劳动所得，是群众获得感之所在。余
姚狠抓劳动关系源头治理改革，探索
构建“劳动关系源头‘管’、劳动纠纷
源头‘解’、风险隐患源头‘治’”全链
条治理体系，有效防范化解劳动关系
风险。

目前余姚共有 44 家企业被评为
劳 动 关 系 和 谐 企 业 ，其 中 国 家 级 1
家。据上半年企业劳动用工体检结果
显示，604 家体检企业中，A 级 274 家，
B 级 245 家，占比 86%，营商环境持续
向好。

深化劳动关系治理
务工人员工作更顺心
深化劳动关系治理深化劳动关系治理
务工人员工作更顺心务工人员工作更顺心

（（本版图片由余姚市发展和改革局提供本版图片由余姚市发展和改革局提供））

护理员为重度失能参保护理员为重度失能参保
人员提供照护人员提供照护

80岁的新桥村民胡根美在村
卫生室中医理疗

8080岁的新桥村民胡根美在村岁的新桥村民胡根美在村
卫生室中医理疗卫生室中医理疗

余姚市人社局开展余姚市人社局开展““安薪在姚安薪在姚””
宣传活动宣传活动

余余姚姚

村卫生室改造为农村居民健康服
务“兜底”，长期护理保险的实施则为失
能群体生活“托底”。

“重度失能参保人员可选择定点护
理机构提供机构护理或居家护理两种
类型服务，重度失能Ⅰ—Ⅲ级人员在机
构内可获得 40—60 元/床日的护理保
障，在家中可获得 20—30 小时/月（每
小时服务价值 65 元）的护理保障，费用
由长护保险基金与定点机构进行结
算。”余姚市医疗保障局医服科负责人
介绍。

目前余姚市 60 周岁及以上老人超
过25万人，占所有医保参保人的25%以
上，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约2万多人。

针对“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社会
现实难题，余姚探索建立城乡一体、覆
盖全民、标准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以全域覆盖、专业服务、数字监管提

高失能人员生活质量和人文关怀水平，
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照护压力及经济
负担。

覆盖“全域化”。“回到四明山护理
村里的老人，收入不错，还能顾家。”唐
阿姨持证上岗 2 年，长护工作让她和丈
夫在家门口实现再就业，也让乡村失能
老人多了一份生活的“安心”。

推动长护保险城乡全域覆盖，余姚
320 个村社重度失能人员均有机构提
供 居 家 护 理 服 务 。 截 至 目 前 ，累 计
2938 名重度失能人员享受长护服务，
6000余户家庭减轻照护压力。

服务“专业化”。“照顾更专业，还有
补贴，好政策。”在护理机构，前来看望
父亲的谢先生表示长护保险不仅为家
庭减轻负担，老人也更满意。

余姚通过全省首创“两张清单”制
度，建立失能评估队伍评价机制；建立

组建全省唯一县级长护保险协会，优化
护理服务评估制度；上线长护机构电子
地图，推动长护服务供需双方智能化匹
配，促使护理服务提质增效。

截至今年 11 月底，余姚共有长护
护理服务机构 27 家，评估专家 8 名、入
库评估员 72 名，重度失能人员评估通
过 率 从 年 初 63%（宁 波 第 8）提 高 至
93%（宁波第1），争议复评零增长。

监管“数字化”。所有定点护理机
构纳入电子地图，实现有名称、有图片、
有地址、可定位、能联系。以“签到+评
价”监测模式，为每位重度失能人员家
庭配备蓝牙信标，通过蓝牙信标定位、
实时签到签退、水印照片上传、服务轨
迹追溯等数字化手段，进行服务监管。

“长护保险是民心所向的共富实
践，同时也是一项专业性强的险种，将
实事办好、好事办实，需要持续深化工

作方法路径。”余姚市发展和改革局工

作人员谷晶晶介绍，“余有长护”品牌创

新运用制度、标准、自治、服务和监管

“5S”模式，为重度失能人员提供优质、

高效、规范的护理服务，使他们的生活

更有质量、生命更有尊严。

探索长期护理保险
失能群体生活更安心
探索长期护理保险
失能群体生活更安心

民生事虽小，事事关共富。
在一件件民生小事里，知行合一、真抓实干，余姚汇聚起

经验和做法。从细微处、源头处下工夫，为群众提供优质公共
服务，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增强部门间横向协
作，夯实基层治理根基，准确把握民生保障各方面、民生保障
与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以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在探索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以“一切为了人民”为价值追
求，以“一切依靠人民”为力量源泉，余姚正绘制一张“最名
邑”的县域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