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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0日，记者从通川
区相关部门获悉，从10月1日起，在公
立医院全面实施“药品零加价”政策，中
成药、西药全部实行了“零加价”，降低群
众医药费用负担。

在通川区中医院门诊药房，记者随
机采访了几位前来拿药的市民，大家普
遍反映，医院的药比过去便宜多了。市
民高玉海告诉记者，他这次买的药比上
一次买的价格要低很多，比如说妇炎康，
上一次买是36元，这次只有30元。

据了解，按照国家、省、市（区）统一
安排部署，从10月1日起，通川区公立
医院全部取消了药品销售加成，除中药
饮片外的所有药品一律按进价销售即

“零加成”，患者承担的药费更加低廉。
通川区中医院药剂科科长张向东告

诉记者，按照省市区发改委和卫生主管

部门的相关要求，从10月1日起，对所
有的药品，主要是中成药、西药全部实行
了“药品零加价”，按照四川省卫生厅挂
网招标采购的价格，采购多少钱就卖多
少钱。以前，药品15%的加成现在已经
全部取消，让利于民。医院西药品种达
到400多种，中成药品种有100多种，目
前已经全部零利润销售。

据悉，一般医院的收入渠道主要依
靠药品和诊疗两块，按照国家规定，过去
医院销售的临床药品可加15%的差价
卖给患者。此次医疗改革，通川区的区
级公立医院——区中医院和区人民医院
全面实行“零加价”制度，而取消的药品
加成所减少的收入将通过调整医疗服务
价格、财政补助和医院自身消化3个主
要渠道进行解决。

（本报记者 孟静）

通川区公立医院
药品“零加价”

从10月1日起，除中药饮片外的所有药品
一律按进价销售

本报讯 近日，达川区为确保今年7
月初制定实施的十大民生救助制度公开、
公平、公正、及时、高效运行，切实解决群
众生活困难，提高社会救助工作实效，制
定出台了《达川区十大民生救助制度管理
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明确了民生救助办结时限，
规定在管理实施十大民生救助工作中履
职不到位，导致工作出现较大失误，造成
较大社会负面影响的；贪污、挤占、截留、
挪用、拖欠十大民生救助资金的；滥用职
权、徇私舞弊、弄虚作假，骗取、套取十大
民生救助资金的；不按规定对象、条件、
标准、程序审核、审批手续，或调查、核实
不认真、不负责、走过场，导致不该享受
救助对象享受救助待遇的；有吃、拿、卡、
要行为，或收受申请人财物的；擅自拆
户、分户、合户，平均分配十大民生救助

金的；服务意识差，接待群众态度生硬，
推诿扯皮，刁难救助申请人，或政策答
复、解释不全面、不准确，导致申请对象
为同一事项多次跑路，造成社会负面影
响的；超过十大民生救助办结时限的；不
在固定、醒目处公示十大民生救助情况，
或公示时间少于7天的；对信访、举报没
有及时办理回复或对辖区内发现的违规
救助案件未调查处理的；丢失、毁损和更
改档案及相关材料的；十大民生救助资
金划拨或发放不能及时足额到账、到户
的；其他违反十大民生救助制度规定情
形的。由有干部人事监督管理权的单位，
根据情节轻重，采取诫勉谈话、通报批
评、调整工作岗位、引咎辞职或责令辞
职、免职或依法罢免等方式进行责任追
究；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吴山城）

达川区出台
《十大民生救助制度管理实施办法》

本报讯 达川区两家丝绸企业停产
10年来，各级工会做了大量艰辛工作，
未发生一例恶性群体上访事件。3000
多名下岗职工通过各种形式实现了再就
业，劳动关系和谐，职工队伍稳定。

2002年1月，四川达县丝绸有限责
任公司和达县新星丝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相继停产，3248名职工全部下岗。达川
区蚕桑局工委根据实际情况，从多方面
入手积极争取政策，采取技能培训、招商
引资办企业、实施“阳光就业工程”、鼓励
下岗职工自主创业等措施帮助职工再就
业。累计培训职工3000余人次，1500

余人掌握新技能实现了再就业；先后引
进达州市希望塑料公司等5家民营企业
入驻，推荐安置符合条件的下岗职工
1000余人；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推
荐下岗困难职工到社区、街道、城管协
管、环卫、绿化、卫生、学校等政府和企事
业团体单位就业100多人。

此外，达川区蚕桑局工委还积极争
取党委政府支持，主动与相关部门协调，
解决了停产丝绸企业职工的社保、医保、
低保、大病医疗救助、廉租住房补贴等切
身利益问题。

（周建权 肖峰）

两家丝绸企业停产已10年
达川区各方联动倾力帮扶

3000下岗职工再圆“就业梦”

宣汉县南昆水厂在南坝镇柿树村2组征地15亩修建净化厂，在书苑社区5组征地6
亩修建调节池，沿途安装聚乙烯管道11公路，将团结水库的天然水通过净化厂净化后送
到调节池，供应南坝城镇8万余人饮用。

此项目总投资3068万元，2012年8月初动工，今年11月底将竣工投入使用。图为近
日施工人员修建2个各容水1000立方米的调节池。

（艾杰 唐功荣 摄）

3000余万元建供水设施

南坝场镇8万余人年底饮水不愁

本报讯 “原本我对这个事情都
没抱什么希望了，想不到法官调解后
帮我拿到了赔偿款。”近日，当黄某拿
到当场兑付的2.9万元赔偿款时，久久
握住办案法官的手不愿松开。

黄某2010年7月15日到被告川
煤六处承建的大竹县一工程项目中从
事井下工作。同年9月29日，黄某在工

作时被矿车撞倒从楼梯上跌下受伤。
出院后，黄某的伤情经中介机构鉴定
为十级伤残等级。黄某因工受伤的医
疗费虽然已由被告支付，但对于伤残
赔偿数额，原、被告争议较大，一直未
能达成一致意见。2013年9月15日，
黄某诉至大竹县人民法院。

法院承办法官立即启动了农民工

维权绿色诉讼通道，及时找到了被告
方，但由于黄某要价过高，公司未予理
会。

承办法官从被告方的言谈中找到
了双方僵持的症结——互相敌视、斗
气，不进行换位思考。于是承办法官多
次采用“电话聊天”的方式给被告方介
绍黄某的生活窘境：受伤致残已经3
年，生活艰难异常。最终，双方在法官
的调解下达成一致协议，被告方当场
兑现了工伤赔偿款2.9万元。
（唐婷婷 陈华 本报记者 王晓林）

农民工艰难维权获赔2.9万
达城二马路口至红旗大桥段，

有很多江湖医生，只要你过路，他们
会招呼你，吹嘘治病的“看家本
领”。记者多次看到不少人找江湖
医生看病，事后找江湖医生扯筋，最
终都不了了之。希望有关部门严查
江湖医生非法行医行为，保护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龚其明 摄）

热线实录：
近日，有市民给本报记者热线打来

电话，反映达川区画眉石渡口收费不合
理、安全检查不规范等问题。通川区南
门口过河是5角钱一次，画眉石是1元钱
一次；画眉石渡口也没有设立监督员进
行航次签单登记。

记者调查：
画眉石渡口位于红旗大桥下行500

米处，是原达棉厂—黄泥碥之间的航运

线路。
达州市地方海事局直属分局答复：按

照省上有关渡口航运的要求，每天过渡人
数300人以下的不设监督员，不进行航次
签单登记。但监督管理单位人员随时要
对渡口航运进行监督，船长要严格执行渡
口守则，船上要添置消防救生配备。至于
收费问题，像这类小渡口，过河人数少，收
费是放开了的，但也要控制在合情合理的
范围内。 （本报记者 龚其明）

画眉石渡口收费不合理？
我有话说 记者热线：2380088

江湖医生
摆个摊摊就“营业”

本报讯 10月10日，记者从达
州火车站获悉，因车站售票厅进行改

造升级，停用一号售票厅（临站内广
场处），改由二号厅售票。同时，原1

号售票厅内自动购（取）票机暂停使
用，到另有通知时止。

据达州火车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方便旅客购（取）火车票，车站利
用有限条件，将在二号厅继续实行24
小时开窗售票，并根据客流情况，开
设8至15个售票窗口（含改签退票窗
口）。 （李宁 本报记者 闫军）

达州火车站售票厅改造
售票厅位置移至2号厅

9岁，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75年，侯贵宗出生在宣汉县土
主镇双树村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据
他回忆，9岁那年，母亲不幸去世，父亲
又多病，妹妹刚走路，一个9岁小男孩
的稚嫩双肩挑起家庭重担。爬山挖药
材，进田捉黄鳝，下河捕鱼……到处都
有他那弱小忙碌的身影。如果运气
好，收获后能到市场上变卖挣点钱，维

持生活；如果运气不好，空手回家……
说着说着，侯贵宗的喉咙哽咽了，两眼
被泪水模糊。

15岁，家里只剩他一人

1990年6月，父亲因患肝癌不幸
去世，他和妹妹相依为命。父亲去世
后，家里更是雪上加霜，他被迫辍学，
回家种起了几亩土地的庄稼，把自己
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妹妹身上。

天有不测风云。1992年11月，妹
妹离开了人世，一家四口只剩下了侯
贵宗一个人。妹妹的去世，给了他沉
重的打击，他曾萌生过轻生的念头。
他病倒了，但他先后战胜了胸膜炎、肝
炎、胃炎三场大病，从痛苦中获得了新
生。

面对一贫如洗的家，侯贵宗没有
放弃，穷则思变，萌生了发家致富的念
头。

18岁，淘到“第一桶金”

1993年初，侯贵宗充分利用自家
的土地种植蔬菜，每当遇到技术难题，
就到宣汉县城书店翻阅农业科技资
料，实在无法消化的种植技术知识，主
动请教学校老师，当年种植的几亩蔬
菜收入了几百元，淘到了人生“第一桶
金”。

尝到甜头的侯贵宗思想观念发生
了根本性转变，他想把土地发挥出最
大效益，在种蔬菜的同时，又尝试种烤
烟，家里的经济逐渐宽裕了。在种植
过程中，他因自己知识浅薄，自费学了
农学函授专业。通过不懈的努力，他
先后被市、县、区评为“科技带头人”、

“致富能手”、“青年星火带头人”。
就这样，他经历过煤炭生意、养鸭

子、摆地摊、维修家电等创业路，一路
风雨一路情，终于发家致富了。

23岁，他结束单身生活

1998年，经初中班主任老师黄明
灿牵红线，侯贵宗与杏树村美丽的姑
娘黄燕结了婚，结束了单身汉生活，夫
妻俩十分恩爱，共同筑建了美好幸福
的家庭。

2000年，经侯贵宗夫妻俩的打
拼，他们积攒了不少积蓄，便购买了土
主镇农机站门市。改建装修后，他们
从农村搬到了街道，经营过种籽、茶
馆、火锅店、旅馆等生意。

2005年，普光天然气净化厂开工
修建，侯贵宗借此东风，投资10多万
元开了一家预制厂和一家洗车场，每
年收入上百万元。当年，侯贵宗勤劳
致富的传奇故事，被很多人当作教育
子女的活教材。

38岁，他温暖一片蓝天

“我经历过很多磨难，也得到过很
多人的帮助，深感别人每次给予帮助
都是最大的鼓励，让我对生活充满了
信心。”今年38岁的侯贵宗对记者说：

“我要用自己的爱心温暖一片蓝天，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重获新生。”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了汶
川大地震，侯贵宗主动请缨奔赴灾区，
搜寻失事飞机，帮助灾区人民抗灾自
救。在此期间，他还收养了一个刚满7
岁的地震孤儿，名叫齐洋，承诺每月给
她寄生活费，一直资助到大学毕业，5
年来共资助了1万余元。

在宣汉县普光镇，支持中石化建
设天然气净化厂的失地农民有3000
多人。除县委、县政府多渠道促进失
地农民就业外，侯贵宗也尽了自己的
绵薄之力，创建了一家劳务服务公司，
解决失地农民50多人就业，维持了他
们长远的生计。

15岁时，他成了孤儿，至此从种菜开始创业，先后战胜了胸膜炎、
肝炎、胃炎三场大病，终于迎来人生的春天——

坚强创造财富传奇
□杨元华 本报记者 漆楚良

“喂，你好！我
马上派人过来打扫
卫生……”9月 23
日，记者走进宣汉
县某劳务服务有限
公司，只见一名中
年男子的业务电话
忙个不停。

那位中年男子
名叫侯贵宗，他勇
敢地面对生活中的
不幸与困苦，用坚
强和乐观书写着人
生，创造出一个又
一个可歌可泣的传
奇创业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