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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医院骨科微创治疗骨关节疾病

图为美国施乐辉数字高清关节镜

不开刀 瘢痕小 恢复快 更安全

诊疗范围：骨性关节炎、滑膜变性、创伤性关节炎、剥脱性骨软骨炎、滑

膜软骨瘤病、骨赘（骨刺）、游离体、滑膜皱襞、关节紊乱症、关节囊粘连、

各种关节内骨折、各种关节粘连及关节活动受限、各种不明原因的关节痛；关

节镜下肩袖修补、肩峰成型、肩关节不稳与髌骨不稳的骨性和软组织重建、多

种术式的前后交叉韧带解剖重建、多种方式治疗半月板损伤、半月板缝合、马

赛克软骨移植、髋臼撞击成型、踝关节重度不稳；关节镜下微创治疗臀肌挛缩

症、斜颈、肌腱炎等。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各科专家每周六上午轮流坐诊
咨 询 电 话：0436-3537013 急诊急救电话：3537120 3322222

吉林省长春市儿童医院知名儿科权威专家全年在市医院坐诊
专家皆为省内知名、临床经验丰富的主任（高级）医师 咨询电话：3537076

新华社长春10月26日电（记者齐海山 刘羊旸）东北大
米好吃，但谁又能列举出几个品牌呢？吉林作为我国传统的
商品粮基地省份，120亿斤左右的吉林大米被其他大米品牌
所掩盖，甚至成为其他品牌的原粮采购基地。如今，“老字
号”的优质吉林大米力图名正言顺地进入消费者餐桌，开展
了迟到多年的品牌之争。

25日，吉林大米“新米上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政府官员、行业专家、加工企业代表等济济一堂，在新
米飘香的丰收季节，展开又一轮的品牌推介会。近几年来，
吉林省政府与企业携手共推吉林大米品牌，各式各样的推介
会、不同风格的直营店……吉林大米“白金名片”传遍全
国。

吉林省副省长隋忠诚告诉记者，吉林省是国家重要的商
品粮基地，粮食商品率、商品量、人均占有量和单产水平连
续多年位于全国前列，吉林省发挥资源优势，正积极打造吉
林玉米的“黄金名片”、吉林大米的“白金名片”、吉林杂粮
杂豆的“健康名片”。“这三张名片已经成为吉林农业的重要
标志！”

在日前通过的《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总体规划
（2016—2025年）》中，“加强市场建设培育农产品品牌”
成为吉林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吉林省农委主
任李国强告诉记者，到2020年，吉林省将重点培育大米、杂
粮杂豆、人参、鹿茸、食用菌等知名区域公用品牌50个，企
业品牌200个、产品品牌500个。

“创建品牌是一种市场化行为，不是政府决定就是品牌
了，它需要企业和消费者的参与。”吉林省农科院院长吴兴宏
表示，以吉林大米为例，“食味值”就是最重要的评价标
准。“吉林省研究水稻品种的时候，并没有因为提高产量而
放弃米饭的外观、黏性、硬度、味觉和气味等标准。”稻米的

“食味值”，决定稻米品种是否畅销、能否持久占有市场的最
重要因素。

吉林省在全国首次启动了“优良食味水稻品种筛选试
验”，主要目标就是筛选出优良食味水稻新品种。“首先看好
不好吃，再看产量如何，彻底改变了在品种审定中把产量作
为第一标准的传统。”吴兴宏说。

“好吃卖不出好价，好米创不出好牌”，吉林省柳河县姜
家店乡“大米姐”品牌的持有者管延丽深有感触。“品质
好，名气小，好吃、营养、更安全的大米卖不上好价钱！”
48岁的管延丽引入了中科院的硒肥专利技术，“大米姐”的
富硒米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当家品牌。

吉林省是全国第一批两个生态示范省之一，肥沃的黑土
地、适宜的气候、干净的松花江水、漫长的冬季、优越的自
然环境都成了吉林大米的名片。

据介绍，吉林省每年的粳稻总产在120亿斤左右，而且
90％粳稻都流向市场，全省政策性粳稻收购不到12亿斤，说
明吉林产大米在市场上很受青睐。吉林省粮食局局长韩福春
说：“吉林省将选择50家大米加工企业，帮助其在销区开辟
直营店，减少产区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环节。”

吉林大米：“老字号”的品牌新跨越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记者安蓓 赵超）记者26日从国家
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已下发通知，部署加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
收费监管，提出建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制度。

根据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务院审改办联合下发的通
知，全面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推进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收费市场化改革。行政审批部门能够通过征求相关部门意
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解决以及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完成的事
项，一律不得设定中介服务并收费；现有或已取消的行政审批
事项，一律不得转为中介服务并收费；严禁通过分解收费项
目、重复收取费用、扩大收费范围、减少服务内容等变相提高

收费标准，严禁相互串通、操纵中介服务市场价格。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实行以市场调节价为主、政府定价

为辅的价格监管方式。对于绝大多数市场发育成熟、价格形成
机制健全、竞争充分规范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一律通过市场
调节价格，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

通知提出，建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管理制
度。一是建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目录清单，凡未纳入目录
清单的中介服务事项，一律不得再作为行政审批的受理条件。
二是建立政府定价管理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目录清单。三
是建立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

通知明确，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后评估制度，落实明
码标价和收费公示制度，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各种变相提
高收费标准，及相互串通、操纵中介服务市场价格等行为。

我国部署加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监管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26日电（记

者阿依努尔）为给新疆居民在疆内外就
医提供便利，自2013年起新疆启动跨
省异地就医“一卡通”工作，截至目
前，新疆已与陕西、海南、吉林、四川
签订协议，实现跨省异地就医医保“漫
游”。

记者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为应对新疆居民
赴内地就医需求日益突出难题，2013
年以来，新疆启动跨省异地就医“一
卡通”工作，先后与陕西、海南、吉
林、四川签订协议，确保新疆患者在
外省异地就医时，持新疆社保卡的参保
人员可按照新疆参保人员的就医形式
刷卡住院、结算、购药，不用个人垫
付资金，从而最大限度给参保人员创
造方便。

早在2013年，新疆已实现在全疆
所有地州市社保卡的异地就医，覆盖了
5000多家药店和医院、100多万参保
人员，医保“一卡通”异地结算网络得
到逐步完善。

四川是新疆异地安置人员居住最多
的省市之一，有5000余名新疆离退休
职工在四川长期安置生活。目前，新疆
仅职工医保每年异地住院人数达11万
人次左右，医疗费用在11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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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强筋骨 促发酵 从“漫灌”到“滴灌”
扶贫就要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他们确定扶贫对象，

了解掌握扶贫对象的发展条件、发展愿望，结合各自特点，因
户施策，制定扶贫措施。通过领导联系乡、单位联系村、干部
联系户的方式逐户调查摸底，对贫困人口进行拉网式摸排，做
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在洮北，贫困人口立档建卡独具特
色。51个贫困村、47752名贫困人口，为精准扶贫提供第一手
材料，通过精确摸底、动态管理，扶贫干部按图索骥，因地制
宜，因户施策。针对贫困户各个家庭情况，一户一策、明确目
标、责任到人、限期脱贫，做到了有措施、有计划、有步骤、
有目标。

摸清“家底”，绘制“作战图”，为精准扶贫打好基础。
针对贫困乡镇生态环境较差、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基础薄弱、
就业技能缺乏等诸多问题，洮北区不断加大水电路讯等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2014年新修村级公路15公里、
打抗旱水源井450眼，项目实施涉及8乡11村，受益贫困户
650户，贫困人口1900人。对扶贫资源实行精细化管理，确保
资源真正用到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身上，提高项目安排和资金
使用的精准度。2014年，全区投入以工代赈扶贫资金229万
元，实施项目7个；投入片区攻坚扶贫资金1274万元，实施项
目3个；投入整村推进扶贫资金600万元，实施2个省级贫困
村的整村推进工作，有效发挥了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资源得到整合，攥指成拳、握沙成团，向重点产业、特色产业
集中。

以贫困乡镇为主战场，以贫困农户为工作重点，洮北区创
新机制、突出重点、强化保障，大力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特色
产业增收、生态环境建设、能力素质提升、公共服务保障等扶
贫攻坚，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十二五”前四年，
洮北区共有22360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针对扶贫攻坚工作点
多、线长、面广的实情，他们抓住关键，紧扣重点，把扶贫攻
坚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摆在突出位置来抓，将扶贫开发攻
坚作为洮北区“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任
务，从实施攻坚的对象范围、主要目标、重点任务、政策措施
等方面，统筹谋划“十三五”期间全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工作。

活水浇在穷根上，扶贫开发正精准润泽贫困农家，强势助力
洮北决战决胜全面小康。交出扶贫开发答卷，洮北信心满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