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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提案 办理见成效

空中俯瞰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空中俯瞰嘉兴市南湖区新丰镇竹林村。。近年近年
来来，，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统筹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统筹推进城乡人居环境
综合整治提升和综合整治提升和““蓝天蓝天、、碧水碧水、、净土净土、、清废清废、、治塑治塑””的的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农村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生活污水治理、、无害化卫生厕所行政村全覆盖无害化卫生厕所行政村全覆盖，，全全
面提升乡村生态环境面提升乡村生态环境。。

河北省滦州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在医共体检验河北省滦州市人民医院的医生在医共体检验
中心检测乡镇医院送来的检测样本中心检测乡镇医院送来的检测样本。。近年来近年来，，河河
北省滦州市以医共体建设为抓手北省滦州市以医共体建设为抓手，，促进优质医疗促进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基层资源下沉基层，，逐步实现下级检查逐步实现下级检查、、上级诊断上级诊断，，检检
查检验结果互认查检验结果互认，，让让““患者少跑腿患者少跑腿，，数据多跑路数据多跑路”。”。
下沉专家下沉专家、、下沉设备下沉设备、、下沉技术等措施打出系列下沉技术等措施打出系列
““组合拳组合拳”，”，有效提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有效提升卫生院的服务能力。。

“基层群众愿不愿意在‘家门口’接受基本医疗服
务，关键在于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有没有硬核实力。”
去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成岳冲提交了一份提案，深入
分析我国县域医共体建设存在的瓶颈问题，并提出针
对性建议。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将县域内的县级医疗
机构和乡镇卫生院组成“一家人”，打通人、财、物关系，
实现“以城带乡、以乡带村”。这是提高基层医疗服务
能力、改善群众就医体验的重要举措，各地由试点转向
全面推进，经验不少，挑战也不少。

当年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建设的指
导意见》，在优化资源配置、规范内部运行管理等方面
作出具体要求。成岳冲委员欣喜地看到，文件充分吸

收了自己提案中的多项建议。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有关负责人介

绍，这份提案切中要害，为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提供了重要参考。基层卫生健康司在办理相
关建议提案时，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短板弱项，
认真分析研究代表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积极吸纳。

上述负责人还介绍，在办理过程中，相关业务
处室多次与代表委员沟通，认真听取代表委员提出
的问题与建议，商讨解决办法，充分为代表委员释
疑解惑，对于重点难点问题加强沟通协调，积极争
取代表委员的理解与支持，按时答复并及时反馈。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让更多群众就近“看得上
病”“看得好病”，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制度“落地”，织
密公共卫生防护网，优化老年人群体就医服务……建

议提案事事关民生，件件有着落。
2023年全年，国家卫生健康委承办全国人大代表

议案27件、全国人大代表建议821件、全国政协委员提
案622件，其中主办件占51.4%。

“这些建议提案已经全部按时办结、代表委员均表
示满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
卫生健康委党组高度重视建议提案办理工作，委领导全
程参与办理工作，审签复文答复，建立工作台账，完善工
作制度，实现全流程信息化管理，强化跟踪督办，严控复
文质量，持续推进办理结果公开，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据介绍，在办理过程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坚持以建
议提案办理工作为抓手，积极推动相关意见建议转化
政策落实，2023年共采纳代表委员意见建议657条，出
台相关政策措施49项。 （新华社）

“前不久，生态环境部和有关部门印发了指导意
见，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这份文件中，我
们去年提出的科学统筹规划、强化资金投入等建议，都
有所体现。”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宣汉县龙泉土
家族乡黄连村党支部书记胡晓玲告诉记者。

“推进乡村振兴，要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这也是
咱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胡晓玲说。当地农村地
区群众居住比较分散，家庭产生的生活污水处理一直
是个难题。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她提出了关于有效
发挥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功能的建议。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重要举措。近年来，如何推动农村水环境持续改善，成
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非常关心的问题。仅在2023
年，代表委员提出的有关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方面的建
议提案就达到35件。

有代表提出健全标准规范，因地制宜制定农村污
水处理设施排放分级分类标准的建议；来自青海省的
代表提出加大对青海省农牧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项目资金支持、通过科技专项研发高原适用技术的建
议；有政协委员提出加快农村污水治理技术标准和规

范建设、提高设施管理数字化水平等。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建议和提案反

映了基层一线的情况，对解决当前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收到
建议提案后，生态环境部组织相关司局进行专题研究，
结合政策制定予以研究吸纳，与代表委员反复沟通办
理情况，之后再予正式回函答复。

2023年以来，生态环境部会同相关部门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推动全国2700余个县（市、区）
编制印发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611个畜
牧大县编制印发畜禽养殖污染防治规划；指导各省
份建立了适合本地区的治理模式和技术工艺，并推
广7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案例，资源化、生态化的治
理路径更加清晰；组织开展覆盖各省份的农村环境
整治成效现场调研评估，开展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
出水水质监测，坚持“三基本”（基本看不到污水横
流，基本闻不到臭味，基本听不到村民怨言）要求，不
断巩固治理成效。

据了解，去年1.6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完成，全国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达到40%以上；实施了

800余个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农村生态环境
持续好转。

为持续改善农村水环境，前不久生态环境部联合
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的指导意见》，在总结近年来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存在
的突出问题基础上，部署提出新时代污水治理总体要
求、基本原则和重点任务。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
司有关负责人说，文件印发后，地方同志充分认可，认
为符合农村实际，“特别是针对前一阶段暴露出来的问
题，基本上都给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

此外，针对黑臭水体这个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生态环境部与相关部门2023年底组织修订了
工作指南，指导各地组织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
逐步解决农村突出的水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年初，《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公布，
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任务。2024年，生态环
境部将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
扎实做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 （新华社）

推动农村水环境持续改善
——生态环境部扎实推动落实代表委员建议提案

让更多人在“家门口”看好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扎实推动落实建议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