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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重要论述，充分展
示广大应急管理工作者忠实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精神
风貌，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7月30
日向全社会宣传发布2023年“最美应急
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

李孝忠、杨炳、王选泽、孙柏涛、王庆
银、韩建波、陈亚鹏、郑学培、王盛宁、旦
巴群培、赵军等11名个人和中国救援队、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2
个集体获得2023年“最美应急管理工作
者”称号。他们有的临危受命，在国际救
援中展现专业水准和一流素养，彰显大
国形象、大国担当；有的继承和发扬革命
传统、赓续红色基因，是新时代“红军传
人、人民卫士”；有的从“橄榄绿”到“火焰
蓝”，“七进七出”爆炸核心区，忠诚诠释
消防救援的“最美逆行”；有的从事森林
消防事业30多年，奋战在防火执勤、灭火
作战、综合救援一线，在水与火之中经受
生与死的考验；有的为矿山安全监察事

业尽心竭力，在矿井巷道里实现人生价
值；有的潜心科研、匠心育人，在防震减
灾道路上勤耕不辍；有的从事危险化学
品应急救援工作，带领队伍转型升级，忠
实履行社会责任，为国家能源安全发展
保驾护航；有的在雄安、为雄“安”，在新
区特色安全监管模式探索实践中推陈出
新、攻坚克难；有的是新时代青年榜样，
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的工作态
度，在平凡岗位绽放青春之光；有的扎根
基层、甘于奉献，双手撑起革命老区的安
全“蓝天”；有的是乡村“应急第一响应

人”，亲民爱民助民，是全村1030名群众
的安全守护者；有的驻守在5200米以上
的雪域高原，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砥砺
初心、百炼成钢，忠诚守护藏北“大门”；
有的肩扛“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使
命，用实际行动践行“不负人民”的铮铮
誓言。

发布仪式现场播放了13个“最美应
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视频短片，从不
同侧面采访讲述了他们的工作生活感
悟。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负责同志
为“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颁发证书。

7月30日，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
联合发布 2023 年“最美应急管理工作
者”先进事迹，内江市资中县应急管理局
局长赵军获得2023年“最美应急管理工
作者”称号。在四川应急系统，赵军以

“铁人”著称：日常安全检查总是亲自上
阵、抢险救援总是冲在一线、组建应急救
援队伍精益求精……

赵军告诉记者，刚转岗到县应急管
理局当“一把手”时很不适应，需要学习
的很多，“但又不能不学，我多学一点，多
找点隐患，群众就能安全一点。”

“没有事故就是最大的成绩”

“当好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可不容易，
容不得半点马虎。”赵军感慨。2021年
12月13日23时许，接群众举报，资中县
水南镇火车站货场旁铁路桥附近有较大
液化气异味，疑似发生液化气泄漏。赵
军立即赶往事发现场，会同燃气公司工
作人员对周边燃气管道进行检测。

经过仔细检查，燃气管道没有问题，
但周遭的气味让赵军放不下心。“今天这
事不查清楚，谁也不能离开现场。”赵军
撂下话。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深入排查，最终
确定是一家私人液化石油气作坊向铁路
桥附近倾倒约5公斤液化石油气废液。
由于倾倒废液数量较多，废液四溢，为彻
底消除安全隐患和环境污染源，赵军带

着工作人员用了4小时才处置完毕。
此后，液化石油气安全将赵军时刻

紧绷的神经拉得更紧了。
当时，资中县市场上流通和存储的

气瓶多达8000余个，各种规模的配送站
分布于城区，各类配送站点规模小、水平
低、监管难度大。整个液化石油气市场
安全隐患很大。

“瓶装液化石油气一旦出事就是大
事。”赵军说。经过反复调研、酝酿、探
讨，在他的推动下，县应急管理局与住建
部门协商制定资中县城区液化石油气集
中配送制度，形成“五专一码”的管理新
模式。“五专”包括专点储存、专业管理、
专车运输、专人配送、专业宣传；“一码”

为二维码，对全县瓶装液化石油气实行
二维码认证管理。通过制度创新，瓶装
液化石油气配送行为一步步被规范。赵
军说：“没有事故就是最大的成绩。”

五次登门拜访“拉人入伙”

2022年8月14日晚8时，资中县双
龙镇铧头场村和重龙镇歇山庙村交界处
发生1起火灾，火势迅速蔓延。离火点
不到100米的地方，有3户人家。赵军
负责现场指挥，午夜时分，大火被扑灭。

“灾害发生时，怎么才能最快处置，
最大限度减少伤亡和财产损失？”望着火
场留下的灰烬，赵军陷入沉思。十几个
协助搬运打火装备和物质的村民，让赵

军找到了方向——动员群众参与，组建
一支社会救援队。

“打造一个属于资中县民间社会救
援力量的品牌，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是我的初衷。”赵军决定吸纳民间救援力
量参与组建队伍。但如何动员别人加入
这个没有工资报酬、需要自己贴钱补贴
生活的队伍是面临的第一道难关。

赵军最先想到的是周红军。2020
年，赵军和周红军在一次演练上结识，当
时周红军是内江市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在
演练现场的优异表现让赵军印象深刻。

2022年10月，周红军接到赵军电
话，得知来意之后拒绝了：“从零开始组
建一支队伍，难度太大了。”赵军没有放
弃，第二次见面时拿出了满满的诚意
——上百页的计划书，包括组建方案、运
营模式、装备人员、训练内容等。

五次登门拜访，周红军最终成为救
援队第一个“入伙”的队员。跟随周红
军，10多人陆续加入，成为这个日后被
称为“资中天雷救援队”的核心班底。今
年4月1日，资中天雷救援队正式挂牌
成立，先后参与应急救援演训任务36
次，累计服务时长达3980小时。如今，
资中天雷救援队已有101名队员。

“也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
平日走过大街小巷的时候内心会很踏
实。”谈及工作，赵军这样说。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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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先进事迹发布

“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赵军：

多学一点多找隐患群众就能安全一点

当前，深化医改面临哪些重点任
务？老百姓有望在哪些方面继续提升获
得感？7月29日至30日在山东济南召开
的2023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暨中国
卫生发展会议上，多名业内专家盘点既
往医改清单，前瞻下一阶段“路线图”。

“家门口”能否有更多优质医疗服务

推动“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一
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
里解决”，是深化医改的重要目标。

目前，我国确定了125个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医疗服务“高地”覆
盖所有资源薄弱省份。2021年首批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相关专科的跨省就医，
较2019年下降9.3%。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已基本完成规划
布局，下一步重点是推动建立与之相适应
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国家卫生健康
委体制改革司一级巡视员朱洪彪说。

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基层的诊疗
水平也在持续提升。截至2022年底，全
国87.71%的县级医院达到医疗服务能力

基本标准，累计达到服务能力标准的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超过3万家。

朱洪彪表示，未来将继续规划建设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持续提升地市和县
级医疗水平，加强社区和农村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建设，完善促进分级诊疗的体
制机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着眼长远，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享受到更多优质医疗服务，还需深化以
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发展壮
大医疗卫生队伍。

此前，全国公立医院已分别取消药
品和医用耗材加成。如何夯实公立医院
的公益性基础，同时保障公立医院人员
薪酬的来源、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成为
一项迫切任务。“下一步的重点是持续巩
固和完善运行新机制。”朱洪彪说。

如何让老百姓个人自付负担再减轻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3年城乡居民
基本医保筹资标准，人均财政补助标准
为每人每年640元。十年前，这个标准
是280元。

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政府卫生
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持续加大，个人卫生
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持续下降至27.7%。

“但一些老百姓实际从口袋里拿出
的看病钱，并没有感觉到明显减少。”上
海交通大学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院长许
树强说，一个重要原因是基本医疗保险
报销范围外的费用负担依然较重。

一边要继续解决看病贵，一边是医
疗服务价格偏低、部分医疗机构出现亏
损，如何破题？

不久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卫生健
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 2023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
务》，其中明确提出要促进多层次医疗保
障有序衔接。

许树强认为，深化医改既要让人民
群众从自己口袋拿钱的花费越来越少，
还要促进公立医院的发展，可以考虑更
多医疗费用由第三方支付的改革举措。
在继续发挥医保基金基本保障作用的同
时，积极推进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商业
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发展。

怎样既“用好药”也“供好药”

眼下，聚焦儿童用药、罕见病用药
等，新一轮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
在进行中。

近年来，随着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
判、集中带量采购等多项举措落地，341
个新药以适宜的价格纳入目录，集采药
品平均降价超过50%，累计节约费用
3000亿元左右。

支持药品研发创新，常态化开展药品
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聚焦医药领
域改革和创新发展，一系列重点工作将在
下半年持续推进，确保“供好药”“用好药”。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有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将指导各省至少开展一次药品、
耗材的集中带量采购，要求年底前实现国
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合计达到450个。

此外，据了解，促进医防协同、医防
融合，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提升
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等，也将是下一阶段
深化医改的重要内容，年内有望出台一
系列指导性文件。 据新华社

深化医改“划重点”

如何让医疗服务体系从“有”到“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