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俞宝强

我省农业“大包干”借助科技力量

“收入倍增”鼓起农民腰包

“产品长相土、加工粗，农民收入

低”，这是人们传统印象中，对我省“三

农”的认识。面对存在的问题，安徽农

业在“大包干”的基础上，农业科技运

用正改变这一切，安徽农业、农村、农

民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我省是农业大省，过去五年，农业

综合开发从发展的“瓶颈”入手，着力解

决农业投入、效益、市场等核心问题，创

新机制，集中投入，做出了有益尝试。

昨日，记者从省农委获悉，去年我省

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全省农民人均年纯

收入6300元，比上年增长19.2%。一年纯

收入增加额超过1000元，在我省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

在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我

省还继续改善农村民生和社会事业。

去年全年培训农民83.2万人；社会保障

体系逐步完善，67个县进入国家“新农

保”试点，覆盖面为63.8%，“新农合”参

合4916.9万人，解决了312万农村人口的

饮水安全问题，改造农村危房10.2万户。

农民一年纯收入增加额首超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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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陈旭 记者 李皖婷） 医患

纠纷频发，正常医疗秩序的底线正不断

被冲击，如何有效保护医患双方的利益

甚至生命安全不受侵害？省综治办、省

卫生厅、省公安厅等部门昨日联合发出

通知，要求6月底前，全省16个市要全部

建立医患纠纷预防处置机制；下半年，

105个县（市、区）都将建立该机制。

通知要求医疗机构增加医患沟通

渠道，坚持“以病人为中心”，注重对患

者的人文关怀，医生要经常与患者沟

通，提高患者对疾病诊疗全过程及其风

险性的认识，减少医患之间由于信息不

对称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同时，医院

要设立或指定专门的部门处理患方投

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要设立医患关系

投诉管理部门，并实行“首诉负责制”，

及时受理和处理患方投诉，定期收集患

方对医院服务的意见，努力将矛盾纠纷

化解在萌芽状态。

除了让沟通更畅通，医院还必须增

强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责任意识和道

德修养，规范医疗行为，严格落实首诊负

责制、三级医师查房制度、疑难病例讨论

制度、术前讨论制度和查对制度等医疗

安全核心制度，提高服务质量，保证医

疗安全，努力防止医疗差错和医疗事故

发生，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医患纠纷。

即使沟通畅通，也无医疗事故，仍

遭遇恶性医闹怎么办？别急，医院门急

诊、病房等重点科室、部位将实行24小

时安全监控，二级以上医院应向当地公

安机关申请，逐步设立警务室。因医患

纠纷引发严重扰乱医疗秩序行为的，医

疗机构应立即报警。各级公安部门将

建立医患纠纷突发事件应急出警机制，

加强医警协作，及时排查、消除各种治

安隐患；而保监部门也将支持和引导保

险公司积极配合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

织，对医疗责任保险进行理赔。

我省多部门昨日联合发出通知

医患关系投诉
实行“首诉负责制”

一颗大白菜，只需将张贴在上面的

条码，在农产品可追溯查询终端上一扫

描，产地、种植户姓名、种子来源、检测

结果等所有信息一目了然。拿起一本

电子点菜单，在点击成品菜肴的同时，

可以点击原料食材的来源、种植地、检

测结果等，让你吃上放心菜……

据悉，目前我省可以使用物联网，

通过现代信息传感设备，把物品与互联

网连接起来，实现智能化识别、定位、跟

踪、监控和管理。目前，这项技术已广

泛运用于建立农产品从产到销的全产

业链可追溯平台，以及帮助政府建立农

情监测系统。

此外，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农产品

用途将越来越广泛，不仅仅局限于满足食

用的最基本用途，附加值也会越来越高，

这也是我省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之一。

农产品检测可“寻根问祖”

自2000年以来，我省已连续12年在

上海等地成功举办了名优农产品、绿色

食品交易会，目前，农交会已成为安徽

农业对外开放的平台和缩影，也是一个

对外开放的新战略。

据介绍，为加快农业“走出去”步

伐，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支持农业“走

出去”新政，从今年开始，每年在安排的

省财政支持“走出去”专项资金中，拿出

20%用于支持农业。

为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在“十二

五”期间，我省将建成果蔬制品、茶叶、

中药材、粮油类、水产品以及畜禽产品

等各类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10

个以上。

我省目前已有20多家企业在境外

投资农业开发和农产品贸易经营，涉及

非洲和欧美亚15个国家和地区。

安徽农业“大步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