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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动态

本报讯（通讯员 薛成清 记者 黄珍）“来
了，来了，专家们来了……”车子刚进高峰卫
生院大门，群众便纷纷围了过来。

8 月 2 日，南海舰队某基地政治工作部主
任张家柬带领机关工作组，携同海军军医大学
医疗服务博士团，来到三亚市天涯区抱前村，
开展扶贫调研工作和送医送药送健康活动，
助力抱前村精准脱贫，赢得群众一致点赞。

抱前村是南海舰队某基地的定点帮扶
对象，黎族人口占 90%以上，是典型的黎族
同胞聚集地。本着积极主动，精准发力的扶
贫原则，前期，基地派专人到抱前村实地查
看，了解帮扶对象实际情况，对接具体帮扶
需求。在了解到有的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问题时，该基地积极落实医疗救助扶贫
措施。

日前，海军军医大学医疗服务博士团到
该基地开展义诊活动。参加此次义诊的有
中医科、骨关节科、口腔科、消化内科等 9 个
专科，医生均为博士、副主任医师以上级别。

“实力这么雄厚的医疗队，官兵们期盼，
困难群众也非常期待呀……”张家柬介绍说，
基地积极与海军军医大学协商，邀请他们先
为定点扶贫群众开展义诊。为此，基地还筹
集价值 1 万余元的药品，免费赠送给困难群
众。

义诊现场，前来看病的群众排成了长龙，
专家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就诊的群众“望闻问
切”，有的医生为了少上厕所，连水都不敢多
喝。年龄大的黎族老人普通话讲不好，专家们
就不厌其烦地询问，直到讲解清楚为止。

“脚踝有时候麻，两只脚酸酸的，觉都睡
不好……”67 岁的苏明英听到今天有专家到

“ 家 门 口 ”来 义 诊 ，一 大 早 就 过 来 排 队 了 。
“山里交通不便，一些毛病能忍就忍。”苏明
英说，“这次专家们来到村里义诊，还免费送
药，真是太好了。”

“睡觉的床铺不能太软，长时间站立时
要戴个宽腰带，不能弯腰太久，要定期做腰
椎局部理疗……”海军军医大学关节骨科教
授王志伟叮嘱黎族同胞黎良英。“我有腰间
盘突出，最近老是头疼的厉害。今天看了骨
科还有中医，一会我还想去看看其他科。”
黎良英一只手里拎着一包药，另一只手拿着
两张处方单，一个劲地称赞专家服务周到、
热情，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表示，要把今
天能看到的专家尽量都看看。

短短一上午，专家接诊 200 余人。临近
中午，医疗组听说该村有位长寿老人麦亚珍
已经 103 岁了，最近身体不舒服，行动不便，
不能前来就诊。医疗组专家顾不上吃饭，立
刻登门前去诊治。

麦亚珍老人静坐在小椅子上，呼吸科副主
任方正就蹲下来，仔细地给她检查身体。临走
前，还给麦亚珍的家人交待一些注意事项。麦
亚珍虽然不会讲普通话，但当医生走的时候，
她举起手，不停地挥动着。

“她是在向你们表示感谢哩。”抱前村
支书麦胜荣表示，此次送医送药下乡，是部
队官兵用心用力真扶贫，真正为困难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把温暖送到了群众心坎上。

海军军医大学
医疗服务博士团
走进抱前村送医送药送健康

军医进村寨
帮扶义诊暖人心

医生给群众诊治。本报记者 黄珍 摄

砥砺奋进的五年
脱贫攻坚三亚行动

海 坡 村 要 打 造 为 精 品 城 市 综 合
体，东岸村要打造为特色文化商业街
区，阳光海岸要打造成文化艺术地标
项目……建设精品城市，改善老百姓
居住条件，是三亚棚改的初衷。今年
三亚正推进 10 项棚改任务，一步步向
这些目标迈进。

谈及棚改，在很多城市，或许有经
验可以借鉴，但是在三亚，只能是“摸
着石头过河”。没有范本，就在实践中
不断总结经验；遇到困难，则需要聚焦
难点，攻坚克难。

今年推进10项棚改任务

在市政府的 116 项“任务清单”中，
有 10 项涉及棚改。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严朝君多次强调，棚改是民心德政
工程，关乎民生，关乎城市发展和城市
形象，各区、各部门要将棚改作为重点
项目的重头戏之一，以“严、实、硬”的
工作作风，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进棚
改工作，坚决打赢棚改攻坚战。

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岩峻也多次
指出，棚改要以提高民生水平、完善城
市功能、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城市品
位、促进城市转型升级为目标。要系
统思考棚改工作，统筹考虑，整体推
进，做好棚改这篇大文章。

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引领下，各
区尤其是吉阳区、天涯区迎难而上，结

合自身实际，分清不同群体的利益诉
求，划分不同层次，找准主力，制定出
台了严密的拆迁安置补偿标准方案，
为百姓争取了正当权益，加速了棚改
项目的推进。

目前，棚改项目主要集中在天涯
区和吉阳区。天涯区重点项目 4 个，
其中，阳光海岸片区改造项目正在进
行征收拆除工作；南边海环河口改造
项目正在进行征收拆除工作；海坡村
改造项目已基本完成征收拆除及土地
招拍挂工作，安置区建设已进入主体
阶段；西瓜、芒果村改造项目正在开展
调查摸底、入户丈量等相关前期工作。

吉阳区 4 项棚改任务纳入重点项
目之中，到目前，月川村棚改项目正在
征收拆除阶段，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处
于基础施工阶段；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项目正在进行征收拆除工作；海罗村
改造项目正在进行征收拆除工作；抱
坡新城改造项目正在开展调查摸底、
入户丈量等相关前期工作；临春片区
改造项目正在进行征收拆除工作；东
岸村棚改项目基本完成征收拆除，安
置区已开工建设，目前处于基础施工
阶段。

综合施策解决安置问题

棚改号称“天下第一难事”，再难
啃的骨头，还是要拿下。一个又一个

棚改项目势如破竹，打开了局面。三
亚日报记者从市棚改办获悉，截至 7
月 31 日，三亚 8152 户（垦区 206 户）城
市棚户区改造任务已完成 6042 户，省
委、省政府下达三亚棚户区改造任务
要求 6 月底前完成 70%，目前三亚已完
成棚改任务 74.12%。

如何安置成了老百姓最关注的问
题。先解决安置问题，才能顺利推进
棚改。

棚改安置区建设在 10 项任务清单
中排在首位，目前在加速推进。武装
部、月川、东岸、金鸡岭、东方花园、榆
亚路 1 号等安置区工程都在按计划推
进。但棚改项目均位于市中心区域，
有些困难困扰着安置区建设的进展。
比如，工程车辆限行时间段较长，工程
土方无法按时外运；棚改项目建设时
间紧、任务重，夜间施工投诉多，进度
无法按时推进等。

棚改安置区选址问题、建设问题、
临时过渡安置房问题等等，也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棚改的进程。以“大研讨大行
动”为契机，针对各棚改办反馈的重点
难点问题，市委、市政府多次下派调研
组梳理问题，找到“病灶”。然后针对存
在的问题，对症下药，逐一攻破。

市 棚 改 办 要 求 8 月 6 日 前 ，吉 阳
区、天涯区必须准确统计辖区内棚改
重点项目安置户数、户型面积（套内面
积）、安置区规模、安置区建设选址建

议等情况报市棚改办。统计被征收户
类型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一是已签订
征收补偿协议（含预签协议）的，要求
统计有关数据准确率达 90%；二是已
完成入户调查摸底、房屋丈量的，要求
统计有关数据准确率达 85%；三是已
完成拆迁成本测算的，要求统计有关
数据准确率达 70%。

要求市城投公司理顺棚改资金拨
付、使用程序、立项等政府购买服务手
续，确保棚改资金合理合规使用；必须
做到安置区建设户型准确、建设规模
准确、建设资金需求准确，如存在资金
缺口，应及时提出资金来源建议；在建
安置区建设进度必须加快，采取有力
措施将夜间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降
到最低。

要求市规划局牵头，市国土局、吉
阳区、天涯区配合，结合棚改被征收户
安置需求统计情况，深入研究安置区建
设规模、用地选址等。同时，将全市棚
改安置区有关规划、建设规模等情况转
市棚改办备存。市住建局（市棚改办）
要总体协调全市棚改推进工作，督促各
区按时间节点要求推进棚户区改造。
此外，市住建局应就当前棚改过渡安置
房源问题开展市场调研，妥善解决棚改
拆迁临时过渡安置问题……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聚焦难
点，逐一攻破，相信棚改会刷新速度，
提质增效，加速前行！

东岸、海坡，当初棚改工作中难啃
的“硬骨头”，如今正在变成一片片开
发的“热土”。各区各部门的努力、群
众的支持、各方的关注都见证着这些
变化，精品城市综合体、特色文化商业
街区将从这些片区拔地而起。

在三亚，棚改提升的不仅是城市
品质，而且正在圆着村民的安居梦、创
业梦。

东岸村民吕秀妹有 4 个孩子，东岸
棚改后，她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

“三儿子以前主要通过网络批发

芒果谋生，他一直想要拥有一块芒果
地，走自产、自销的农业发展之路。但
当时家里穷，没有启动资金。拆迁后，
儿子拿补偿金在南田农场租了一块芒
果地，还经营了一家琴行，生意很不
错，我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吕秀
妹说，她的其他几个孩子也纷纷选择
了自己喜欢的行业。看到孩子们生活
得越来越好，她内心充满了感激。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严朝君多次
调研棚改安置区建设进展时强调，要
把棚改作为三亚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
抓手，走内涵式发展之路。三亚要通

过棚改转变城市发展模式，盘活低效
存量土地，达到改善群众居住条件、提
升城市品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提升
国际化水平等效果。

月川村民李中玉说，小时候的月
川村里大多是破旧的民房，高度在两
层左右。到了 2008 年，村民纷纷开始
抢建新楼房，为了把自家的房子建得
大一些，楼房之间的空隙越来越小，村
子变得越来越拥挤，生活越来越不方
便，消防隐患越来越突出，偷盗电动车
等治安案件也时有发生。

据悉，月川棚改安置区占地约 247

亩，总建筑面积约 81.27 万平方米，平均
容积率达 3.50，建筑户型分为 1 梯 3 户
和 1 梯 4 户。安置区除规划有幼儿园、
社区服务中心、卫生服务中心等配套设
施外，还将按照安置区每户 1.2 辆、公寓
区每户 1 辆私家车规划建设停车位。

“我们一家三口，能就地安置分到
255平方米的新房。”李中玉说，安置区的
规划很不错，有幼儿园、停车位、绿化，连
村民办红事白事的场所也有安排。

如今，越来越多的三亚棚改区域
居民，正在理解和支持棚改工作，积极
主动配合拆迁、安置。

三亚借力“百日大研讨大行动”
为棚改“提速”

本报记者 杨 洋

2017 年，三亚正经
历 一 场 战 略 转 型 的 美
丽“蝶变”。棚改，为这
场“蝶变”注入了强劲
的动力。腾空间、建高
地、补短板、优布局、促

民生，提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品质，
改善群众居住条件，补齐城市发展短
板 …… 棚 改 ，助 力 构 建“ 一 支 柱 两 支
撑”的产业发展格局，增添城市发展新
动力。

三亚将棚改纳入“双修”的内容，
全面打造“双修”升级版，让三亚生态

更优、环境更美、城市更靓、实力更强、
功能更完善、老百姓受益更多。

棚改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三
亚棚改经历了攻坚克难后，实现了从
起步维艰到成效初显。8 月 1 日，站在
这个时间节点回溯，三亚棚改拆迁工
作完美收官的佳音频传，一股股春潮
在天涯海角涌动。

半年时间，曾经一度长期推动滞
缓的吉阳区榕根棚改从实处破题，终
于叩开百姓的心门，实现了完美收官；

15 个月时间，吉阳区举全区之力，
攻坚克难，完成东岸棚改，用“绣花”的

功夫，雕琢出“双修”硕果，为城市发展
注入更强动力；

天涯区持续发扬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精神，推进海坡棚改，实现和谐征收
局面；

……
三亚棚改无经验可以借鉴，但是

三亚每项棚改都改走了怨气，改来了
人气；改走了棚户区，改来了新社区；
改走了“脏差乱”，改来了“净优齐”。

2017 年，吉阳区月川、抱坡、海罗、
临春棚改迎难而上，全面开花；

天涯区阳光海岸片区改造项目、南

边海环河口改造项目、海坡村改造项目
和西瓜、芒果村改造项目攻坚克难，实
现突破；

……
成绩背后，体现了三亚广大干部

过 硬 的 作 风 和 实 干 担 当 的 精 神 ，汇
聚 成 三 亚 的“ 双 修 精 神 ”、“ 棚 改 精
神”。

棚 改 任 重 而 道 远 ，三 亚 广 大 干
部 在 棚 改 的 道 路上持续发扬“极力争
取”的精神，用“严、实、硬”的作风为棚
改工作开路，用真心、真情、真意实现
和谐棚改，续写城市发展新篇章。

棚改：续写城市发展新篇章
本报记者 杨洋

深入推进任务清单落实 争当建设美好新海南排头兵

■ 编者按
按照省委的部署，当前全

省上下正在积极开展“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海
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建设美
好新海南”大研讨大行动活
动。市委提出“建设美好新海
南，三亚争当排头兵”，市政府
结合 2017 年主要工作任务清
单，把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
会精神和百日大研讨大行动
活动抓在细处，落到实处，努
力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本
报聚焦任务清单十大方面 116
项工作任务中的关键项目、关
键事项，报道各单位查摆问题
深入整改的情况，以期深入推
进百日大研讨大行动活动，圆
满完成 2017 年主要工作任务，
在建设美好新海南中扛起三
亚担当。今天推出第五篇《三
亚借力“百日大研讨大行动”
为棚改“提速”》。

棚改：改善居住品质赢得支持
本报记者 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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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9 日，吉阳区城管局组织力量拆除临春多栋房屋，加快棚改步伐。本报记者 孙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