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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
是健康之本。组建健康科
普专家库，深入学校、社区、
企业、机关、农村等地开展
健康知识普及活动，年内全
市举办健康科普宣传活动
不少于1000场次。同时，
市、市（县）区两级向1万个
家庭免费发放健康教育礼
包，不断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的覆盖面。大力实施市民
心理健康提升行动，设立锡
心525校医心理健康联盟，
推进大学生等重点人群心
理健康工作。

实施基层中医药服务
能力提升行动。新增1-2

家 二 级 甲 等 中 医 医 院 ，
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设有标准化
中医馆，评选一批星级服务
基层中医馆。实施中医药
健康服务改善行动，100%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
卫生院规范开展6类以上中
医药技术方法，发挥中医治
未病特色优势，推广一批中
医药治未病干预方案。实
施中医药健康文化推广行
动，组织开展“中医药进万
家”惠民活动，让中医这一
中华瑰宝从百姓中来到百
姓身边去。

（江南）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党委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
面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行动，重点围绕看病就医、疾病防控、养老托育等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卫生健康热点、难点、堵点问题，以服务“小切口”推动健康“大变化”，不断增强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服务“小切口”推动健康“大变化”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毫
不放松。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完善常态化防控机制，严
格落实闭环管理措施，持续
推进核酸检测能力建设，每
日最大检测量达单检10万
份，不断满足群众需求。压
实医疗机构疫情防控主体责
任，强化预检分诊、发热门诊

监测，严格院感防控，完善探
视和陪护制度；年内建成10
家示范发热门诊，不断提高
医疗机构对传染病筛查和防
控能力，筑牢防控底线。

有序推进新冠疫苗免费
接种工作。今年5月初，无
锡市常住人口新冠疫苗首剂
接种率省内率先超40%。实

施新冠疫苗接种便民行动，
提供晚间接种服务，方便群
众非工作时间接种新冠疫
苗。不断提升疫苗接种服务
能力，日接种能力由10.2万
剂次提升到23.9万剂次。开
辟绿色通道，做好保障工作，
最大程度保障群众生命安
全。

保障老年人健康医疗是
基础。建好市级老年病医
院，推进50万以上涉农县区
老年病医院建设；年内全市
超过70%的二级及以上公立
综合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
收治患老年综合征及其他
急、慢性疾病的老年患者。
针对市区65周岁以上老年居
民和65周岁以下纳入社会管
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在省内

率先开展肿瘤标志物免费检
测，2020-2021年完成50万
人检测目标，实施与国家癌
症中心合作的肺癌等5种癌
症防控全链条全周期管理试
点项目，完成4000人次肺癌
高危人群免费检查。

“三孩新政”后，婴幼儿照
护是后盾。落实国家、省、市
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发展精神，完善全市普

惠托育服务体系，新增普惠托
育机构10家，全市托位数达
到1.4万个，有效扩大托育服
务供给。推进《出生医学证
明》电子档案建设，实现出生
医学证明便捷查询。成立“无
锡市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研
究中心”，每年开展全市儿童
青少年视力调查工作，建立儿
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电子档案，
制定近视防控方案。

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就医环境。继续实施提
档升级建设，年内启动 24
家，建成投入10家。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优化农村医疗卫生资源
配置，年内新增4个农村区
域性医疗卫生中心。深入
推进医联体建设，推动名
医、名科等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鼓励医联体核心医院骨
干到基层医疗机构开设工
作室，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大医院的服务。建
好用好“健康E家”等信息
化平台，为群众提供线上医
疗卫生服务。

持续推进“三名”战
略。到5月底，已签约5个

“太湖人才计划”顶尖医学
专家团队，与上海、南京等
长三角地区开展医疗合作
项目 66 项，对标国内一
流，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好
病”的优质医疗服务越来
越多。

本报讯 近日，市美丽河湖办组织对各
地区环境集中整治河道进行实地走访，共
抽查各市（县）、区74条河道，针对入河排
污口整治、水域岸线环境整治、河湖岸线违
规整治、河湖非法围网管桩整治、河湖“三
无”船舶整治、河湖住家船舶整治等六方面
内容进行测评，根据测评结果公布美丽河
湖行动河湖“红黑榜”。其中梁溪区山北街
道西坝头河等10条为“红榜河”，江阴华士
镇上青坝河等8条为“黑榜河”。

据了解，此次河湖“红黑榜”是从每个板
块抽取两个乡镇，随机抽取其中的河道来进
行判定，保证公平性的同时也能较好地发现
问题。据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黑榜河”的主要问题仍然以岸边垃圾和河
岸垦种为主，河容岸貌环境较差，存在卫生
死角。其次，个别河道“三无”废弃船只较
多，排污口依然存在偷排现象。 （季天灏）

梁溪区山北街道西坝头河、锡山区
云林街道尤沈河、惠山区洛社镇沿塘
浜、惠山区开发区东西中心河、滨湖区
荣巷街道泰康浜、滨湖区河埒街道华巷
浜、新吴区新安街道新开港、新吴区新
安街道三河港、经开区华庄街道郁花
港、经开区华庄街道马洚河

江阴华士镇上青坝河、江阴华士镇
庙头浜、宜兴万石镇周家浜、宜兴新庄
街道茭渎港、宜兴滆湖南、锡山区锡北
镇泗渡联河、惠山区开发区太平港支
河、经开区华庄街道惠甲里浜

本报讯（晚报记者 宋超）昨
天，江阴长泾第二中学员工向本
报爆料，退休老教师季梅英在过
世前捐出了全部积蓄上百万元
和一套住房，设立奖学金奖励优
秀学子，生前用知识照亮求学之
路，死后又将财产捐助教育事
业。

长泾二中校长赵建新对记者
说，季梅英一生扑在教育事业上，
是广大教师的优秀楷模，学校部
分老师也是季梅英的学生，对她
十分敬重。据了解，季梅英出生
于1939年，张家港杨舍人，1958
年常熟师范毕业后在长泾农村小
学任教，后被调到初中教数学，她
主动带“差班”，耐心帮助学生，学
生们的心灯被点亮。

季梅英的爱人朱瑞也是一名
教师，他们的儿子朱文革在上海
财经大学当博士生导师、教授。
朱文革告诉记者，母亲经常说她
的父母都是文盲，要不是新中国
成立，自己不可能读到师范，也不
可能当一名老师。母亲一辈子都
在长泾教书，所以希望能够为长
泾的教育事业再做一些贡献。母
亲于今年5月13日过世，享年82
岁。前一天也就是5月12日在家

里交流时嘱咐要将存款全部捐赠
给长泾二中作为季梅英奖学金，
用于奖励优秀学子及对贫困生的
资助，还说把住房也捐赠给学校，
供教师居住。他说，母亲一生节
俭，出行靠步行，从来不旅游，几
十年的衣服清洗干净继续穿，餐
桌上也不讲究。而在该花钱的地
方一点都不小气，汶川地震等都
捐了款，还不留名，当地居委会的
捐款光荣榜上写着无名氏。

“季老师捐出的钱都是生前
节省下了的”，一位同事说，季梅

英家住五楼，家里都是接水用的
盆子，冲厕所用洗过东西的水。
中饭没吃完的一点点青菜也要留
着晚饭吃。曾经的邻居陈丽云回
忆，季梅英夫妇都是热情善良的
人，当时家里铺地砖用的水泥还
是两位前辈送给我们的。

校长赵建新表示，两年前学
校设立了东舜基金，这次季老师
的百万捐款将加入这个基金，每
年保留本金，将利润分批对优秀
学生实施奖励。那套住房，学校
也接受了捐赠，用作教学用途。

生前用知识点亮心灯
死后将财产助学筑梦
一名老教师的遗嘱：捐出百万存款和一套房

落实“闭环”、提升能力
全力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关注“老小”、完善体系
强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

联动“上下”、提档升级
提高多层次医疗服务能力

融合“中西”、惠民利民
深入实施健康无锡建设

新一批河湖“红黑榜”公布
岸边垦种和垃圾
是“黑榜河”主要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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