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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不 住 的 流 鼻 涕 、 打 喷 嚏 ， 常 年
咳、痰、喘⋯⋯你可能得了慢性呼吸疾
病。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不动声色
的杀手”，会导致慢阻肺、哮喘等一系
列呼吸之“痛”。

监测结果显示，慢性呼吸疾病已成
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在排名
前 五 位 的 致 死 病 因 中 ， 呼 吸 疾 病 占 3
个 。 在 我 国 ， 慢 阻 肺 总 患 病 人 数 近 1
亿，哮喘患者超过 5000 万。

日前，第十三届全球防治慢性呼吸
疾病联盟大会在京召开，200 多位世界
顶尖的呼吸疾病专家“会诊”这一日益
严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人表示，
中国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工作进入
新阶段，下一步将积极支持和参与全球
防治工作。

严重！慢性呼吸疾病成全球性公共
卫生问题

“慢性呼吸疾病是全球负担最重的
四大慢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总部非
传染性疾病管理司资深专家邵瑞太博士
说，这类疾病的疾病谱正随着生活方式
的 改 变 而 快 速 变 化 ， 除 了 传 统 的 慢 阻
肺、哮喘、肺癌等，肺心病、间质性肺
疾病等新问题在蔓延，但慢性呼吸病却
很大程度上被忽视。

慢阻肺，被视为有着所有病中最让
人难受的症状：后期严重憋气、患者产
生濒死感⋯⋯目前，我国 40 岁及以上人

群慢阻肺患病率为 13.6％。然而，在确
诊的 100 个慢阻肺患者中，却只有不到 3
人知道自己患有慢性呼吸疾病。

“很多老百姓，甚至个别医务人员
都忽视了慢性呼吸疾病的早期症状，认
为忍一忍、扛一扛就过去了，也不明白
怎么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
学 科 学 院 北 京 协 和 医 学 院 院 校 长 王 辰
说，其实，这类疾病“发现和不发现、
治和不治是完全不同的”。

此次会议发布了 《国际肺部健康促
进行动北京宣言》。王辰形容其为“里
程碑式”的事件。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
个关于呼吸疾病的全球行动宣言。

王辰说，慢性呼吸疾病是呼吸疾病
“金字塔”的基底，更应高度重视，防
止小病变大病。

重要！全面了解慢性呼吸疾病
著名呼吸病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钟南山表示，我国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
率及疾病负担态势严峻，全面了解慢性
呼吸疾病非常重要。

今年春季伊始，有关花粉、树木飘
絮诱发过敏性鼻炎的讨论，就成为朋友
圈的热点。在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
的医生看来，儿童过敏性鼻炎、哮喘发
病率的显著增长值得高度重视。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杨维中说，
在 慢 性 呼 吸 病 的 易 患 因 素 中 ， 抽 烟 是

“第一号”危险因素，其次是室内室外
的空气污染。

专家表示，慢性呼吸疾病和心脑血
管 疾 病 、 癌 症 、 糖 尿 病 并 称 “ 四 大 慢
病”。相比之下，慢性呼吸疾病缺少整
体流行现状数据，而这正是有效防控的
基础。

2019 年 7 月发布的 《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制定了 15 项重大行
动 ， 其 中 有 8 项 行 动 涉 及 呼 吸 疾 病 防
治。从健康教育、控烟到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防治专项行动，从防治呼吸道传染
病到防治尘肺病等职业病、防治肺癌等
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疾病防治工作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将慢性呼吸
系 统 疾 病 等 慢 性 病 防 控 纳 入 国 家 战
略。”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说，降低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四类重大慢性病过
早死亡率是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
要》 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

和世界各国一样，随着工业化、城镇
化、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我国慢性呼吸
疾病的疾病谱也在变化，未来患病形势
严峻。加强慢性呼吸疾病的早期干预，
成为防治工作的重中之重。

重点！积极控制慢性呼吸疾病危险
因素

中 日 友 好 医 院 等 一 项 联 合 调 查 显
示，过去只有 12％的慢阻肺病人接受过
肺功能检测。

“ 要 提 升 居 民 对 慢 阻 肺 的 知 晓 率 ，
要让查肺功能像查高血压一样常见，确

保把肺功能检测纳入 40 岁以上人群常规
体检项目，这对于早发现、早治疗太重
要了。”王辰说。

健康中国行动倡导，40 岁及以上人
群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危人群应每年
检查肺功能 1 次；通过积极控制相关危
险因素，可以有效预防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的发生发展，显著提高患者预后和生
活质量。

邵瑞太博士说，慢性呼吸病发生不
仅是由于误诊、漏诊等卫生医疗行为，
更包括环境污染，比如汽车尾气、能源
使用，生物燃料、室内污染，甚至做饭
油烟等，对于肺部伤害都很大。

“ 控 烟 、 防 空 气 污 染 、 疫 苗 接 种 ，
是预防慢性呼吸病的主要手段。”王辰
说，对中国来说，基层是防治的关键，
在医疗设施设备、加强专科与基层医生
结合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宣言呼吁，全球各级政府应将慢性
呼吸疾病的预防作为主要内容，融入所
有政策，并加强基层卫生体系建设，提
高慢性呼吸疾病防治能力。

全球防治慢性呼吸疾病联盟主席尼
古拉·哈尔塔耶夫博士说，中国已成为
全 球 慢 性 非 传 染 疾 病 防 控 方 面 的 领 导
者，相信对于慢性呼吸病，中国同样也
能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9 日电

直面呼吸之“重”
中国慢性呼吸疾病防治进入新阶段

新华社记者 陈芳 屈婷

本 报 讯 慈 利 县 有 党 员 32997
名，其中县乡机关党员 3392 名，农
村党员 20501 名，两新组织党员 440
名。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慈
利 县 委 按 照 “ 既 抓 自 身 、 又 抓 基
层、统筹联动”的要求，针对不同
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特点，
集中精力、统筹安排，改进组织指
导方式，确保主题教育在全体党员
中走深走实。

区分不同层次有序推进。注重
压实各级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结
合 主 题 教 育 实 施 意 见 和 子 方 案 要
求，分类建立 4 份工作提示，覆盖
主题教育全过程，明确工作重点，
分别对不同层级开展主题教育的内
容、形式、措施等作出具体部署，
力 求 主 题 教 育 结 合 实 际 、 抓 出 实
效。一是建立县处级领导干部重点
任务提示。抓住重点对象、重要时
间节点，细化工作任务，确保有序
推进。二是建立主题教育重点任务
安排提示。分县级、科级单位、基
层党支部 3 个层面，将主题教育期
间重点任务安排到日，实行挂图推
进。三是建立任务要点提示。按学
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专
项整治 4 个方面，分类细化工作要
点，做到精准推进。四是实行周工
作提示。坚持一周一提示，每周一
下发工作提示，针对不同对象进行
具体推进。在此基础上，县委常委
会成员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带
头抓好学习研讨、开展调查研究、
深入检视问题、抓好整改落实。

区分不同领域指导落实。慈利
县 委 根 据 单 位 类 别 ， 向 各 行 业 系
统、各单位分别派出 10 个指导组，
各乡镇、行业系统分别向下属基层
党 组 织 派 出 指 导 员 ， 坚 持 问 题 导
向，结合 5 类组织不同特点，分别
指导推进。一是对党政机关，围绕

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
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等工作开展
主题教育。二是对镇村基层，围绕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基层治理、
服 务 群 众 、 扫 黑 除 恶 等 工 作 找 差
距、抓落实，重点解决好贯彻落实
中央、省委、市委和县委决策部署
以及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三
是对园区和国有企业，把贯彻新发
展理念、推动转型升级、加强党的
建设等作为主题教育着力点。四是
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
注重组织凝聚党员职工,采取小型、
灵活、分散的方式开展主题教育。
五是对教育、卫健系统和其他窗口
单位，把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
水平、提升群众满意度等作为主题
教育的着力点，切实纠正行业不正
之风。

区分不同群体全面覆盖。通过
“智慧党建+线上线下”的模式，深
入细致做好组织发动，把每名党员
都 纳 入 党 的 一 个 组 织 参 加 主 题 教
育。以“智慧党建”平台为依托，
召开全县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县委
读 书 班 等 ， 扩 大 到 427 个 村 （社
区），县委主题教育精神传达所有
乡镇、村居，乡镇主题教育精神传
达所有村居，不能参会的党员可通
过手机 APP 进行实时收看。通过线
上知识答题闯关赛、红色故事微视
频 和 微 视 听 、 微 信 群 和 公 众 号 学
习、“学习强国”平台学习，线下
编印资料、访谈测试、集中宣讲、
送课上门等，把线上与线下教育结
合起来，确保对党员领导干部、普
通党员、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大中专
毕业生党员、外出流动党员、年老
体弱党员实现全覆盖、无遗漏。

（本报记者 宋世秀
通讯员 吴渊明 杨威）

慈利县：

分级分类推进主题教育
确保全面走深走实

本 报 讯 “ 不 忘 初 心 、 牢 记 使
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紧紧围绕退役军人关心的
操 心 事 、 烦 心 事 、 揪 心 事 ， 把

“改”字贯穿始终，推动主题教育
深入开展。

在调研中查摆解决问题。在调
研过程中，了解到众多的退役士兵
反映一次性补助金标准较低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该局积极争取
政策和资金支持，制定了新的退役
士兵一次性补助办法，通过向省市
财政申请增加预算，将退役士兵一
次性补助金由 1.2 万元提高到 1.5 万
元，为全市每年 500 多名退役士兵
共增加补助金 150 万元。

在接访中解决涉军信访维稳突
出问题。针对企业军转干部对医疗
补助偏少的诉求，该局以主题教育
为契机，与企业军转干部座谈了解
他 们 的 心 声 ， 积 极 与 相 关 部 门 对
接，最终为 464 名企业军转干部争
取到了每年由 800 元涨到 1000 元的
医疗补助，解决资金 9.2 万元。在
接访中还协调解决了三个单位 5 名
转业士官因编制问题，长期欠发的

40 多万元工资问题。
在工作创新中解决难题。我市

部分退役士兵社保接续工作，事关
8000 多名退役士兵的切身利益。根
据要求需对符合社保接续退役士兵
人 员 基 础 信 息 录 入 ， 并 对 他 们 社
保、医保近 50 万个数据进行核算，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的工作量，人工
录入比对费时费力。为了解决这一
难题，该局工作人员开发一款自动
录入程序，将退役士兵基础信息数
据规范处理之后，通过程序对基础
信息自动录入，将以前人工录入需
数 周 时 间 ， 变 为 现 在 的 几 小 时 完
成，提高了时效性和准确率。同时
该局积极牵头组织市县 （区） 社保
局和医保局等部门强化协调协作，
化繁为简摸索出批量倒出信息，批
量查询数据方法，解决手工逐条查
询，易出错、速度慢等弊端。全市
统一按照上述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
精 确 测 算 出 社 保 接 续 工 作 预 算 资
金，为省、市财政决策做好参考依
据，得到了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的高
度认可，并向全省推广。

（王雪峰）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为民服务解难题

10 月 28 日，记者来到桑植县官地坪镇
梯市村，看到村委会主任黄自瑞正在加工
莓茶。他家种植的 10 亩莓茶今年产茶 370
多斤，仅此一项产业保底收入就达 5 万元以
上。

“市纪委监委驻村帮扶工作队莓茶产业
选得精准。”黄自瑞介绍，他家这 10 亩莓茶
已经种植了三年，第一年亩产值 1500 元左
右，第二年亩产值超过了 3000 元，第三年
就稳定在 5000 元以上了，“咱村贫困户只要
是种了莓茶的，一年能脱贫，三年就能致
富。”

建档立卡户郑近元，今年已是 70 岁的
古稀老人。2017 年，他在工作队的扶持下
种了 3 亩莓茶，为实现高产，他一边主动参
加莓茶专家的技术讲座，一边全身心投入
到田间地头的培管上。付出总有回报，他
的莓茶亩均产值稳居全村第一，第一年亩
产值就达 4000 元，第二年起亩产值达 8000
元。记者带着好奇，专程前往他的茶园一
探究竟，真的几乎连一根杂草都看不到。

“郑近元采摘莓茶后只卖鲜叶，由村里
的莓茶加工厂收购后进行生产销售，所以
他腾出了更多精力专心从事茶园培管，让
莓茶长势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也一年比一
年 高 。”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邹 先 富 告 诉 记 者 ，

“莓茶就是摇钱树”，不仅喝起来甜，经济
收入也相当可观，让建档立卡贫困户日子
越过越甜。

“最难还是当初发动村民种植莓茶的时
候，大多数人担心缺乏种植培管技术和销
路问题。”回忆过往，邹先富颇有感触地
说，多亏了帮扶队沉下身子真心扶贫，在
免费投入茶苗、肥料、地膜进行扶持的同
时，不仅和村支两委一道主动对接相关部
门和企业，强化技术指导，保价回收搭建
销 售 直 通 车 ， 还 对 产 业 大 户 实 行 奖 励 政
策，尤其是村支两委干部带头种植莓茶做
示范，让许多心存顾虑的村民踏踏实实种
起了莓茶。现在，全村莓茶种植面积已超
430 亩，86 户茶农中将近有一半是建档立卡
户 ， 邹 先 富 笑 道:“ 如 今 他 们 不 仅 摘 掉 了

‘贫困帽’，还敲开了一扇新的致富门。”

莓茶敲开“致富门”
本报记者 周密 通讯员 邱德帅

10 月 29 日 ，
工作人员在洛宁县
长水镇产业扶贫基
地的一家毛绒玩具
厂的缝纫车间内忙
碌。

近 年 来 ， 河 南
省洛宁县因地制宜
探 索 产 业 扶 贫 之
路，加大扶贫资金
投入，通过“龙头
企业＋贫困户”、扶
贫车间、特色种养
殖等多种形式，提
高贫困户的产业参
与度和受益度，提
升 “ 造 血 ” 功 能 ，
促进乡村发展。

新华社记者
戚文娟 摄

（上接 1 版②）
“这次改革是加强党对反腐力量的整合，就

是 要 通 过 改 革 ，改 出 崭 新 气 象 ，改 出 更 强 战 斗
力。”虢正贵提出，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工
作落实。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我市迅速完成市县两
级 监 察 委 员 会 组 建 、纪 委 监 委 合 署 办 公 ，实 现

“形”的融合。同时，实行监督检查与审查调查职
能分离、部门分设，人员力量向一线倾斜，强化人
员、职能、工作三融合，以科学配岗、开展集训、以
案代训等方式，加快实现“形”的重塑和“神”的重
铸，真正做到了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行动上
合拍。

打铁还需自身硬
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人员、职能、工作三融合之后，前进的脚步并

没有停歇。另一大挑战，业务上的贯通融合也很
快被提上议事日程——人员转隶之后，纪律和法
律之间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隔线，如何擦掉这根
线，打造一支执纪执法双优的干部队伍是市纪委
监委不懈的追求目标。

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业务培训。相关数据显
示，2019 年以来，市纪委监委积极与中国纪检监

察学院北戴河校区、杭州纪检监察培训中心联
系，争取了近 100 人参加业务培训。共举办 14 期

“一周一课”学习课堂，集中观看了 12 门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干部培训系列课程，举办一期为期五
天的实战业务培训班，一期《规则》《规定》培训
班，参训对象主要为市纪委监委机关、派驻机构
和巡察机构全体人员，参训人次 1854 人次。

通过种种努力，市纪委监委自身业务素养提
升了一大截。对此，市纪委监委并没有满足。作
为执纪执法机关，他们充分认识到，纪检监察机
关干的就是“打铁”的活儿，自身更要过得硬，必
须从严从实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努力做到政
治过硬、本领高强，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
察铁军，为此，他们又开启了新一轮创新举措：

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
制，开展领导干部讲党课、重温入党誓词、主题党
日活动等，严格贯彻执行监督执纪工作规则，着
力打造团结务实、坚强有力、作风过硬的领导班
子；

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出台纪检监察干部
“五个一律”，建立廉政档案，开展区县纪检监察
机关内部巡察“回头看”；

主动接受外部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意见
建议并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举办政协委员走进

市纪委监委活动，向党外人士通报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情况，聘请 14 名各界人士担任特
邀监察员；

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加大干部交流任职力
度，注重培养年轻干部；坚持刀刃向内，严防“灯
下黑”，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0 月共函询 33 人，
立案 12 人，处分 8 人，组织处理 17 人，确保党和
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惩恶扬善的利剑永不
蒙尘。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留置第一案”田永红
案，仅 5 天时间成功办理，刷新了办案时间“短纪
录”，打好了全面融合的第一战

⋯⋯
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治理优势真正转化为

治理效能。相关数据显示，一年多时间以来，市
纪委监委共立案 1510 件，处分 1216 人，创纪律检
查机关恢复重建 40 年来高峰！

整合反腐败资源
铁腕惩治腐败成效彰显
在改革试点之前，我市不同程度地存在监察

范围过窄、没有做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
员全覆盖的情况。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就是
要与时俱进，把纪检监察的领导权、反腐败斗争

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把反腐败资源集
中起来，把执纪和执法贯通起来，最终形成合力
惩治腐败，真正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针对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监委和纪
委合署办公后，市纪委监委紧紧抓住惩治这一手
不放松，对腐败分子露头就打、绝不姑息，对“四
风”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坚持系统办案思维，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查深
查透、深入解剖，查处了农业、政法、检察、国土、
人防、商务、医疗、国资委等领域的系列窝案、串
案，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

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立案查处了 32 名涉
嫌行贿犯罪人员，112 名党员干部投案自首和主
动交代问题，不敢腐的震慑进一步彰显。

相对于“远在天边”张牙舞爪的“老虎”，近在
眼前“嗡嗡乱飞”的“蝇贪”给群众的感受更真切，
对群众的伤害更直接。监察体制改革以来，我市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推动监察工作向基层延
伸，着力打通监督监察“最后一公里”：

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剑
指群众身边“蝇贪”“蚁腐”，严肃查处了彭万国、
覃桂平等村干部“小官大贪”案件，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共发现问题线索
2002 条，立案查处 614 人，组织处理 870 人，移送

司法机关 20 人，追缴资金 2694.91 万元，退还群
众 1105.07 万元。

坚持扫黑除恶与基层“拍蝇”相结合，严查
“保护伞”“关系网”“黑后台”“消息树”，全市受理
涉黑涉恶类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线索 450 条，严
肃查处了龙期斌、赵新华等涉黑涉恶典型案件，
积极回应群众期盼。

坚持抓早抓小，充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有效推动从重惩戒查处到重监督预防转变，
由“惩治极少数”向“管住大多数”拓展。今年上
半年，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运用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682 人次，分别占比 70.8%、19.8%、3.2%、
6.2%，结构更加合理。

“过去的一年，我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全面从严治党依然任重道远！”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袁美南掷地有声地说
道，要不断推动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进一步加
强纪法贯通、法法衔接，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
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
晏河清、朗朗乾坤！

（上接 1 版③）
在陈家河大捷纪念碑前，聆听大

捷故事后，甘祖昌之女甘仁荣感慨万
千：“父辈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甘祖昌将军，留给您印象最深
的是哪些故事？”大家不约而同的问
道。

甘仁荣说：“我最为敬佩的是父
亲经历了‘三次长征’和‘三次艰苦
创业’。”

“您父亲参加了三次长征？”
“是的，父亲有三次长征：随红 6

军团率先、殿后顽强地完成了红军二
万五千里长征，这是第一次；随 359
旅南下支队创建鄂南、湘东抗日根据
地，九死一生完成二万七千里长征，
这是第二次；随王震率部进军新疆，
克服严酷环境，粉碎武装叛乱，保卫
新疆，被誉为‘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大
奇迹’，这是第三次。”甘仁荣说道。

“三次艰苦创业，怎么理解呢？”
“第一次，359 旅南泥湾大生产运

动；第二次，建设新疆；第三次，解
甲归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甘
仁荣一一述说。

1955 年开始，甘祖昌连续三年向
新疆军区党委递交申请，请求辞职，回
乡务农。

1957 年 8 月，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
甘祖昌携全家 11 口人回到家乡江西莲
花。

回到老家的第二天，甘祖昌将军
对随行的军医和警卫员说到：“我现在
是个普通农民，部队更需要你们，赶快
回部队吧！”

送走军医和警卫员，甘祖昌就向
党支部报到：“我到农村落户来了，和
大家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甘祖昌买来大粪筐，打着赤脚，穿
着黑布衫，背着大粪筐在湿漉漉的田

埂上拾粪。
从那以后，甘祖昌和群众一起，参

加集体生产劳动。
“ 甘 将 军 ，您 为 革 命 吃 了 那 么 多

苦，现在身体又不好，就不要和我们一
样干了，指导指导就行了。”大家关切
地说道。

甘 祖 昌 笑 着 说 ：“ 我 是 回 来 种 田
的，不是来当官做老爷，怎能不劳动？”

就像当年行军一样，甘祖昌豁出
命来干。

改造冬水田，垦荒虎形岭，修水
库，架桥，试种杂优良种水稻 ......

在甘祖昌的带领下，沿背大队是
一派欣欣向荣景象。

“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能摆老
干部的架子！”

回到家乡后，甘祖昌将军从不居
功自傲，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
的！

（紧接 1 版①） 善于抓项目优环境，
以产业项目为抓手，创新举措，释
放发展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善于抓对接
争 支 持 ， 进 一 步 做 好 省 市 重 大 项
目、省产业项目的争取，同时积极

向上争取财政政策；善于抓调控惠
民 生 ， 精 准 抓 实 价 格 调 控 监 管 服
务，着力在促共享惠民生上有新作
为。

（本报记者 周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