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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 赛

医疗卫生，关乎老百姓的身心健
康，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如何让群
众不再为看病难、看病贵而发愁，成
了“十三五”以来我市卫生健康工作
努力的目标。

“十三五”以来，我市卫生事业投
入不断加大。近三年来，全市财政累
计投入89.38亿元，年均增长11.97%。
我市在“双下沉、两提升”以及智慧医
疗等方面的改革力度，已经走在了全
省乃至全国前列。

改革惠民，群众就医获
得感攀升

“已经帮你预约好了后天的胃镜检
查，你看下，检查的时间、地点，以及注意

事项上面都写着。”叶先生因为胃不舒
服来台州市中心医院就诊，医生建议他
先做一次胃镜检查，开好检查单后，叶
先生直接用微信扫码在诊室完成支付，
系统也自动为他做好了检查预约。

这样的方便在我市各个医疗机构
几乎都能体验到。走进台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门诊大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门诊
综合服务中心。2018年，该医院率先设
立门诊综合服务中心，整合优化医院的
窗口资源，将门诊、财务、医保、检查预
约等多部门的业务集中，为患者提供一
站式服务，真正实现了省时省力。

“十三五”期间，为解决医疗卫生
信息碎片化、“一院一卡、卡不通用”等
突出问题，我市启动实施了“健康一卡
通”项目。现在，市民只要打开“健康台
州”手机APP，就可实现从预约挂号到
缴纳费用、报告查询的线上操作，还能

在全市所有医疗机构享受“一卡就诊”
“脱卡结算”“先诊疗后付费”“医疗电
子票据”等服务，实现了全市医疗资源
共享，大大提高了市民的就医体验。

看病最令人烦躁的就是没完没
了的排队。据统计，我市医院高峰期
现场排队平均时间从改革前的 12.8
分钟降至 2.1分钟，就医环节从原来
的 6个减少到 2个，减少挂号、支付、

检查预约、取报告的4次排队，患者看
病等待时间平均减少55%以上。

截至目前，健康台州APP注册用
户达154万，提供在线预约301.7万人
次，生成检查报告 1880.8万份，检验
报告上传 5344 万份，电子票据出票
5597万张，在线支付总额达1.7亿元，
在线支付 238.7万笔，先诊疗后付费
签约12826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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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柳祥宝

幸福，对于家住临海古城街道巾
山小区的罗喜萍来说，一个重要标准
就是住得舒服，环境宜居、氛围和谐、
生活舒心。

我市将老旧小区改造作为一项
重大民生工程，稳步推进城市有机更
新。一场城镇老旧小区三年改造计划
迅速在全市落地。完善的基础设施、
整洁的居住环境、配套的社区服务、
长效的管理机制、特色的小区文化、
和谐的邻里关系，正在走进生活。

寒潮来袭，气温陡然下降。上月30
日下午，阳光明媚，65岁的罗喜萍趁着外

孙睡觉的空隙，到公园跟朋友聊聊天。
公园不大，就在小区里面，叫“和

畅园”，周边绿树环绕，凉亭、文化长
廊坐落其中。小区的老人们喜欢在这
里聊天、打牌、健身。但在以前，这里
是个杂乱的空地，居民都绕道走，公
共设施更无从谈起。

“小区环境越来越好，我跟老伴商
量好了，就在这养老了，哪也不去。”作
为小区最早的一批住户，这里一草一
木的变化，罗喜萍都看在眼里。

1998年，罗喜萍一家搬进交付不
久的巾山小区。当时，小区前面的台
州府路还停留在规划图纸上，外面是
一片橘林，配套设施寥寥无几。即便

这样，一家人还是兴奋不已，“三四十
平方米的老房子换到了100多平方米
的新房，整个家都宽敞了。后来陆续
添置了冰箱、彩电、洗衣机等家用电
器，小日子就更舒服了。”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巾山
小区存在的问题开始显露。“乱停车、
绿化带无人打理、卫生清洁没人做。
一些住户买了鸡鸭等家禽，在小区里
放养。”小区面对的困境让罗喜萍既
心疼又无能为力。

十几年来，小区经历过多次改造
提升。最近较大的一次改造是在2019
年9月，涉及住户650户、建筑面积约
6万平方米。雨污分流，臭味散了；三

线入地，“蜘蛛网”不见了；增设路灯
监控，心里更安稳了……小区“颜值”
在提升，居民的满意度也在上升。

罗喜萍的女婿不止一次提过，希
望老人搬到云水山庄一起住，平时也
好有个照应。罗喜萍和老伴住了半个
月就跑回来。除了长久的生活习惯外，
罗喜萍心里还有一个原因，小区配套
设施逐步完善，更适合老年人生活。

“和畅园”里健身器材、休闲桌椅等
公共设施齐备，大家可以聊天打牌，兴
致来了跟着戏迷唱几句；新开辟的停车
位让子女节假日回家，不用再为找车位
犯难；小区门口的古城中心幼儿园，让
孙辈的接送变得更方便。（下转第二版）

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圆了群众“安居梦”

本报记者何 赛

近日，浙江正式发布《浙江法院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工
作指引》（简称《指引》），在个人破产
领域实践先行。

一直以来，由于个人破产制度的
缺失，企业家一旦创业失败，就需要
以个人名义负担无限债务责任，同时
经营风险由此无限转移到个人和家
庭，给高利贷、地下钱庄等非法融资
渠道创造了生存空间。

此次探索，给了广大诚信债务人
“重生”的机会。作为民营经济发祥
地，台州活跃着 34万家小微企业。该

《指引》意义重大，获得了广泛关注。

严格区分“老赖”与“诚
实而不幸”的债务人

“将‘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债务人（‘老
赖’）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予以
区分，在对前者强制执行的基础上，
给后者以相对宽松的制度出路。”台
州市中级人民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据悉，《指引》共61条，包括11个部
分，旨在通过债务人申报、接受债权人
质询、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管理
人调查核实等措施，建立一套有效的区
分机制。并积极探索通过附条件债务免
除、诚信财产申报、合理确定“生活必需

品”以实现破产制度中豁免财产的制度
目的等途径，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
中充分探索个人破产的制度因素。

根据《指引》，债务人如实申报个
人财产，可以免予被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老赖）名单，免予人民法院的拘
留、罚款等强制执行措施；也可以依
法保留债务人生活必需品，债务人也
不再需要到处躲债。

也就是说，具有浙江省户籍，在
浙江省内居住并参加省内社会保险
或缴纳个人所得税连续满3年的自然
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
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可以依照《指引》申请开展个人债务
集中清理工作，即类个人破产。

而债务人申请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应当由本人提交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申请书、财产状况申报、债权人清
册、收入和支出证据、诚信承诺书等。
人民法院将召集已知债权人听证会，
并引导债权人作出附条件债务免除
承诺，并将此作为启动的条件之一。

据介绍，启动后，人民法院将限制债
务人的高消费行为，要求债务人如实报
告本人及其配偶、共同生活近亲属名
下财产情况等。《指引》明确，债务人免
责考察期为5年，即有债权人不同意免
除债务人剩余债务或者将设置行为考
察期作为同意免除剩余债务的条件的，
行为考察期为裁定终结个人债务集中
清理程序后的5年。 （下转第四版）

——解读浙江探索个人破产制度新政

诚信债务人有机会“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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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思思 通讯员吕
琼雅）2020年的最后几天，大麦屿港
务公司龙门吊操作工丁林友都是在
忙碌中度过的。随着大麦屿港集装箱
吞吐量不断增大，他几乎每天都需要
装卸130多辆车次。

“希望之港”迸发无限希望。近年来，
在“大湾区”建设行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推进过程中，玉环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
把“港口带动、拥湾发展”作为纵深推进
沿海开发,全力推动大麦屿港开发开放。

截至上月31日，大麦屿港建港以
来集装箱年吞吐量首破35万标箱，年
度累计36.2万标箱，同比增长13.8%。
其中，2020年11月份5.7万标箱，同比
增长57.35%，创单月历史新高。

“2020年上半年，大麦屿港货物
吞吐量受到不同程度下降。进入 7-
10月传统出口旺季后，出口企业出
货意愿强烈，良好的环境为出口增加
奠定了坚实基础。”大麦屿港务公司
营运操作部经理彭文说。

大麦屿港集装箱
年吞吐量超35万标箱

加强法治台州建设

本报记者朱玲巧

新的一年，市交投集团以路泽太高架和市区连接线
两大“窗口工程”刚刚通车为开局，迈上交通强市新征程。

前者是台州的“中央通道”，后者是台州的“迎宾大
道”，一南一北，圆了椒黄路三区人民到温岭15分钟、上
高速15分钟的梦想。

迎接“十四五”，市交投万马战犹酣。
台州市域铁路S1线一期工程高架桥梁和高架车站

主体基本建成；
台州机场改扩建工程新建巡场路和临时围界已全

线贯通，并通过部队及民航验收；
市域铁路 S2线一期项目正式列入国家《长三角交

通一体化发展规划》……
“面对‘重要窗口’建设的新目标定位，交投集团将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项目为
王，实施‘一体两翼’发展思路，为台州高水平建设交通
强市扛起交投担当、贡献交投力量。”市交投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金宝敏说。

紧盯通车 ，跑出“台州速度”

路泽太高架和市区连接线，是民心所盼，也肩负着扩大
全市有效投资、补齐综合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重任。

交投集团作为业主单位，从承接项目之初就把路泽
太高架当作“首位工程”来抓。精干力量组成的攻坚团
队，以“钉钉子”精神狠抓项目进度、质量、安全。项目从
立项到开工仅用了6个月，比任务书提前了50天。

去年2月下旬，全国上下抗击疫情的战斗如火如荼，
而路泽太高架项目是受疫情影响的重灾区。

市交投集团顶风前行，按照市委市政府“两战两赢”
的决策部署，去年 2月 18日，路泽太高架在全市率先复
工，人员到岗率达到前一年同期的150%。

军令如山，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去年4月，为了抢回按期通车的主动权，市交投集团坚

决贯彻市委市政府“争先创优，打赢‘两战’”的部署要求，与
各项目公司签订责任状，开展“四大专项攻坚”百日会战。

班子领导带队下沉一线，把“百日会战”指挥部设在
工地，在晨曦寒露和机器轰鸣声中，与时间赛跑，用双手
一寸一寸铸就民生大道。

为此，市交投集团在300天内组织30万人次参与钢板
梁大会战，4500多片钢板梁，1120公里钢结构焊缝，780万套
剪力钉，上千公里奔袭，30万人次的汗水……全体建设者凝
聚集体智慧，集中攻坚力量，一天干三天的活，10个月内就
完成了原计划需要20个月的13万吨钢板梁施工任务。

在通车的冲刺阶段，11家施工单位紧紧咬住通车目
标，“变串联为并联”，密集交叉作业，3个月拿下了路面
工程及全部附属工程施工。

攻坚克难，红心如火意志如铁

市区连接线从2013年开始规划，2017年9月正式开
工，曾因政策处理、施工队伍等各种沉疴积弊，几近“停滞”。

为改变这一现状，市交投集团副总经理戴君健带领
团队成立专项攻坚小组，向这些顽瘴痼疾“开刀”。为切
实解决山下郎施工进度缓慢问题，他铁腕施策强势推

进，约谈施工单位负责人 6次、更换核心管理人员 12名、召开工地例会 30余
次、签订会议纪要20余份。

铁军上下用“打了鸡血拼了命”的激情，完成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到2019年底，所有政策处理难点全部清零。

所有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2020年“百日竞赛”，连接线70天干出了
2亿元的好成绩，相当于2018年将近一年的产值，7月更是干出了1亿元，刷新
了项目建设新速度，也把疫情影响工期的损失夺回来。

交投铁军有着“一天也不耽误，一刻也不懈怠”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项目创
新性地采用了台州首例政府收费公路专项债券来筹措建设资金，2019年6月，
发行台州首例 7亿元收费公路专项债，2020年 3月，第二批新增专项债券 7亿
元足额到账，为项目顺利推进解决了资金难题；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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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柳祥宝

穷，不想被人看不起，吴卿敏靠着
苦干，做起了注塑加工，把日子过得有
声有色。然而，老家路桥区横街镇马院
村的穷却找不到出路。关键时刻，他毅
然站了出来，面对村民一张张选票，决
心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干字当头。二十多年时间，从修
路开始，吴卿敏带领乡亲们找到了一
条小康路。2019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近
500万元。“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看
着村民住上新房，买了新车，腰包越
来越鼓，我也非常高兴。”

去年，吴卿敏荣膺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敢想敢干，花钱请设计
院来规划

“这条原先是机耕路，一下雨坑

连坑，村民出门两脚泥。”站在原马院
村的村前路，吴卿敏有些感慨。当初
亲手栽种的树苗已经郁郁葱葱。

要想富，先修路。1996年，吴卿敏
第一次担任马院村村委会主任，主动
找村支书商量，改造村里的交通环
境。但是，当时村集体资金捉襟见肘。
吴卿敏一边精打细算，一边撸起袖子
带头干。在他的带动下，村民纷纷无
偿捐出自家土地给村里修路。

“我们挤出两三万元，请黄岩城
乡规划设计院对村庄建设进行规
划。”吴卿敏说，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
大胆的举动。一些村民不理解，指责
乱花钱。村两委班子没有退缩，一遍
遍耐心解释。

机会很快来了。随着白剑线改建，
新的干道要从村口经过。经过多年合
理规划和整理，村里盘活的土地资源
派上了用场。统一出租给企业后，村集

体赚到了第一桶金。老年照料中心、道
路亮化等民生工程纷纷上马。

2018年，原来的马院村与山后潘
村合并为马潘村。在村里奉献了20多
年的吴卿敏得到村民的一致推选，当
选马潘村党支部书记。村民的信任源
自村庄的改变。

各功能区科学划分，配套设施完
善，吸引大量企业入驻，既壮大了村
集体经济，也富了村民的口袋。每年
的房租占了村民的过半收入。超前的
眼光换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有个细节让吴卿敏印象深刻。
（下转第七版）

吴卿敏：行稳致远致远““领头雁领头雁””
劳模风采

本报讯（记者王恩兴）“方便！现在
‘足不出户’点点鼠标就办好业务。”近
日，路桥西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徐小惠在电子税务局办好业务后
点赞道。公司有348名员工，每月办理
社保缴费业务就是个“大工程”，“以前
跑税务局办往期补缴、退费等业务，如
果我们出错了，就要跑上好几趟。”

路桥区税务局通过统筹落实疫情
防控、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巩固提升

“非接触式”办税缴费，变“防疫应时之
需”为“缴费常态之举”，构建“电子缴

费为主，自助缴费为辅，窗口缴费兜
底”的缴费服务新格局。

眼下，2021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征缴
工作成为税务局的重点工作之一。“我
们在电子税务局上完善社保业务办理
功能，通过开展精准数据筛选、绘制线
上社保办理操作指南、开展业务专业培
训等，方便群众参保缴费。”路桥区税务
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股工作人员
王宇强介绍，“2020年通过网上缴费的
人数大幅增加，占比达到35%。”

路桥区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

收入股股长於文辉说：“截至目前，路
桥社保费“非接触式”办理当月网上办
结率达到99.89%，居全市前列。”

线上，网上办税率逐年提升；线
下，10分钟智慧办税生态圈也逐步建
立。目前，路桥区已在金清镇设立税银
一站式服务大厅，在新桥镇、蓬街镇设
立24小时电子税务局体验中心，在银
行网点设立税务 e站，完成“互联网+
税务”办税模式的全域网格化布局，形
成“足不出户”办理和“家门口”就近办
理的智慧办税生态圈。

电子缴费为主 自助缴费为辅 窗口缴费兜底

路桥：智慧办税不用等

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

图为吴卿敏图为吴卿敏（（右一右一））正在和村民商讨问题正在和村民商讨问题。。 采访对象供图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