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暑期，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和睦路小学以“和睦娃与节俭相约、和睦园与文明同行”为主题，对学生开展了节

俭教育，通过“一粒米的来历”“食堂之我见”等系列活动，强化学生的节约意识，营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氛围。

图为和睦路小学学生在黎明广场地铁站口进行“珍惜粮食，拒绝浪费”主题宣讲，向市民传播节约粮食的理念，推

广“光盘行动”。 记者 王官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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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旋
通讯员 闫文秀

日前，黑龙江省黑河市五大连池风景

区传来喜讯，由中国森林资源绿色核算与

国家公益林生态系统服务监测与评估首席

科学家王兵领衔的科研团队联手黑河市林

业科学院，历时2年完成了五大连池风景

区生态康养功能区划图，从而为来到风景

区康疗养生的人群提供了有理论支撑、可

指导景区选择的“康养地图”。

王兵科研团队运用分层抽样+地统计

学的研究方法，利用五大连池风景区森林

生态康养监测基地获取监测数据，通过计

算生态康养指数绘出了“康养地图”。

五大连池风景区地处北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带，早年持续发生火山地质活动，留下

了14座保存完好的火山。风景区有完整的

火山地貌、大面积的火山岩，以及富含多种

微量元素的稀有地下矿泉水。风景区纯净的

富氧空气、有效的洗疗泥疗、广大的全磁环

境、天然的熔岩晒场、珍稀的地下矿泉、绿

色的健康食品和丰富的地域民族习俗等优势

资源，吸引着大量中外游客。

王兵科研团队对五大连池风景区的空

气负离子数、空气质量、气候舒适度、地

磁等指标进行归一化指数累加，计算出生

态康养指数，再根据生态康养指数级别，

将风景区生态康养功能区划为 5 个一级

区、17 个二级区、37 个三级区，绘成地

图。在这幅“康养地图”上，“北药泉景

区”为泉水、地磁和空气负离子指数较高

的综合生态康养功能最优区，空气负离子

高峰时段指数均值超过 5000 个每立方厘

米，是呼吸负氧离子的最佳区域。区内还

有高品质铁硅质重碳酸钙镁型矿泉，矿泉

水中含有大量钠离子、镁离子和铁离子，

对肠胃疾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五大连池风景区开发已30余年，是原

国家旅游局评定的首批国家健康旅游示范

基地，更是世界罕见的优质生态康养基

地，先后获得21项国家级荣誉，享有世界

地质公园、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自然

遗产题名地等 3 项世界级称号。2019 年，

五大连池风景区旅游接待人数 199 万人

次，其中康养人员21.8万人次，俄罗斯游

客多达8.5万人次。

应当如何将五大连池风景区的生态康

养产业做大做强，使景区的康养资源潜力

充分释放？王兵认为，随着全域旅游的不

断纵深发展，五大连池风景区的亲子体

验、养老旅游、康复休养等3项产业前景

看好。五大连池风景区在发展亲子旅游方

面具备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适合以森林

教育为主线开发旅游产品。由于风景区邻

近西伯利亚，夏季气候宜人，气温低、风

速小。利用“大森林里的小夏天”，可发

展以避暑为主的养老旅游。五大连池重碳

酸矿泉是世界三大冷矿泉之一，水温常年

保持在2~4摄氏度，水中含有大量有益于

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以慢性病理疗为主

导的康复休养前景光明。

此外，王兵科研团队与黑河市林业科

学院此项研究的理论成果，已整理成《森

林氧吧监测与生态康养研究——以黑河五

大连池风景区为例》一书出版发行。

五大连池风景区有了“康养地图” 记者 李向东
通讯员 师红军 乔新强

走进河南省鲁山县梁洼镇鹁鸽吴

村，只见几盘古朴的石磨盘构成一处别

致的景观，上书“中国传统村落——鹁

鸽吴村”字样。主路两旁的墙上绘制着

爱国爱家、孝老爱亲等主题的宣传画，

文明乡风扑面而来。

鹁鸽吴村总人口 1920 人，因有一

处崖缝曾被大量鹁鸽鸟盘踞且吴姓人居

多而得名。村内有鲁山县古八大景之一

“鹁鸽崖”，革命烈士吴镜堂的故居也坐

落于此。

沿着村中主路向西走，石板路、石

头院墙、小柴瓦石头房等景物年代感十

足，仿佛让人重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不远处，吴镜堂故居赫然映入眼帘。作

为鲁山县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古老的木

门、木窗、石墙，无言地诉说着中共鲁

山党组织创始人吴镜堂献身革命的光辉

事迹。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鹁鸽吴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少村民搬出了狭小的老院落，告别了

石头房，住进了新建的砖混房。村里的

路宽了，下水管道通了，还建了起戏

台、公园，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令人欣慰的是，村中老村落的样貌

得以完好保存。鹁鸽吴村于 2014 年被

评为省级传统村落，于2016 年12 月被

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村支书刘军旗介绍，村中现存百余

座明、清、民国时期的老院落，其中的

建筑多为石墙柴瓦房。此外还有几段石

砌古寨墙、多棵百年古树。

为保护与修复古村落，国家先后投

入180万元，完成了部分石墙、石板路及

石头房的修复工作。后续资金到位后，

将会开展全面的复原整修。未来，鹁鸽

吴村将着力打造集原生态观光旅游、果

蔬采摘、农家乐及民宿为一体的新农村

典范。

鹁鸽吴村于 2018 年、2019 年获得

市级文明村称号，且连续两年获评“鲁

山县美丽村庄红旗村”。

鹁鸽吴村 传统古村成新典范

记者 吴昊
通讯员 代艳中 刘开封

安徽省界首市作为全国县域紧密型

医共体建设试点县，近年来积极探索医

防融合、医养结合、医健联合的新模

式，走出了一条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

新路径。

界首市光武镇黄寨村村民李秀英忙

碌一天后感觉头有点晕，便拿出镇卫生

院发的智能血压计测量血压。不一会

儿，智能血压计响起了“血压偏高，请

两分钟后再次测量”的语音提示。几乎

与此同时，黄寨村村医黄太文的手机上

接到了提醒短信，界首市人民医院的医

联体办公室内，系统自动弹出了提示信

息。

10 余分钟后，李秀英接到了一通来

电，智能语音提示她的血压反复测量3次

均显示异常，提醒她及时服用降压药。

“我们村卫生室只有 3 名医护人员，

而辖区内有5620 位居民，很难兼顾。智

能血压计可以反馈居民的血压异常情

况，方便我们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醒和帮

助，有效缓解了医疗资源紧张的压力。”

黄太文说，目前村里已为重点人群发放

了 240 台智能血压计，今后还会适时增

加。而在界首市，这样的智能血压计已

为居民免费发放7000余台。

从政府投入医防融合经费到医保资

金前置为防病经费，从县级医院全科医

生参与到乡、村两级医生共同参与，界

首市探索出了联结村民、村医和医院的

医防融合模式。

2019 年，界首市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达 83.83%，高血压控制率达 82.45%，血

糖控制率达 78.93%，贫困人口慢性病签

约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做到了重点人

群应签尽签。经过几年的探索，界首市

医防融合模式取得了初步成效，获评安

徽省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现年 76 岁的李雪云老人，已在界首

市京安骨科医院康复养老护理院住了快

半年。在这里，她可以享受到较为完备

的健康护理服务。

界首市中医院医养院 （颐养佳苑）

内同样住着多位老人。界首市小红帽志

愿服务团队在这里持续开展“每周义

剪”活动，为入住老人免费理发。

目前，界首市共有 31 家医康养服务

机构，与多家乡镇卫生院、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建立了养老机构医疗服务协

作关系，为入住老人提供健康义诊、健

康随访、康复护理等服务。

界首全市医疗机构均面向 65 周岁以

上的老年人开设就医“绿色通道”，并设

置老年人专护区，为入院就诊的老年人

优先提供服务。界首市人民医院设有老

年病专科。目前，界首市65周岁以上老

年人健康管理率达90%，全市共拥有医疗

卫生机构老年专护区床位1800 余张、养

老机构护理床位1100 余张；正在建设的

市人民医康养服务中心，将增加1200 张

养老床位。

位于界首市颍南街道的颍南植物

园，是国家A级旅游景区，也是一座健康

主题公园。园内设有健康步道、排球场

等，是居民健身的理想场所。

为提高群众健康水平，界首市着力

打造群众性休闲锻炼场所，先后建设了

天安路“健康一条街”、明珠公园健康步

道、东茂游园健康广场、翰墨文化园健

康长廊等，将健康和运动元素融入“品

质慢城，乐居界首”建设工作。

今 年 6 月 ， 安 徽 省 决 定 在 4 个 县

（市、区） 开展体医融合深化试点工作，

界首市榜上有名。通过试点工作，界首

市慢性病人群将得到健康干预和健身指

导，市民科学健身比率有望提高。

界首市卫健委负责人介绍，为构建

多层次的医健联合健康服务模式，界首

市已建立市级健康服务中心、社区 （乡

镇） 健康服务中心、小区 （村） 健康服

务站等三级健康服务机构，形成了综合

监管、资源整合、服务功能齐全的城乡

一体健康服务网络。

界首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探索

医防融合、医养结合、医健联合的新模

式，是逐步实现医疗卫生工作由治疗为

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的重要举措。下

一步，界首市将秉持“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的理念，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

合改革，统筹开展健康促进、亚健康调

理、慢性病防治、中医康复保健、健康

养老等全民健康服务，不断提升群众健

康水平和幸福感。

变“重治疗”为“保健康”
——安徽界首医防融合、医养结合、医健联合促进群众健康

申维祖
通讯员 姚子龙

本报讯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近

年来突出区域特色，找准比较优势，加

快人才体制机制创新，以“四破四立”

优化人才发展之路，搭建好干事创业平

台，汇聚人才资源推动高质量发展。

通过破区域劣势立政策优势，黄南

藏族自治州健全人才工作政策体系，出

台人才引进、培养、激励、关爱等25项

政策，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制定

《党政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优秀人才暂行办

法》，由州、县两级120名党政领导干部

联系服务240名优秀人才。安排18名援

青干部在党政部门任要职，形成人才引

领带动发展的模式。

通过破增量劣势立存量优势，黄南

藏族自治州深化与浙江大学、复旦大学

等高校的人才合作机制，“订单式”培

养专业人才。聘请128名省内外专家引

领黄南人才队伍，深入基层开展“点对

点”“一对一”帮扶，培养4万余名本土

人才。实施“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

划”，打造6个州级热贡文化人才培育示

范基地、12家热贡文化人才培育示范企

业。以非遗+扶贫的模式建立2个工坊，

建成4个扶贫基地、20个扶贫车间，培

养5000余名热贡艺人。

通过破规模劣势立特色优势，黄南

藏族自治州实施区域品牌+企业品牌的

战略，以项目+人才的方式，引进 4.32

亿元资金，柔性引才220余人，实施165

个产业项目。通过能人带领群众发展农

业产业，大力培育特色扶贫产业。目

前，全州建成 6 家国家级示范合作社、

41家省级示范社、27家全省重点扶贫生

态畜牧业合作社，受益群众2万余人。

通过破资金劣势立服务优势，黄南

藏族自治州突出服务精准化，改善人才

发展环境。安排65套人才公寓，实现人

才集中住宿、集中管理，切实解决人才

后顾之忧。每年面向150名优秀人才提

供疗养服务，并开展重点节日慰问活

动。搭建银企对接平台，为创业人才落

实68笔创业贷款，发放贷款1529万元。

青海黄南“四破四立”优化人才发展之路

记者 余惠玲
通讯员 缪清清 吴顶

本报讯 在中考、高考录取升学的

关键节点，湖北省英山县纪委监委坚持

提前谋划，强化日常监督，为严禁党员

干部、公职人员违规操办或参与“升学

宴”“谢师宴”打好预防针。

英山县纪委监委利用官网和“清廉

英山”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严禁违

规操办“升学宴”“谢师宴”的提醒信

息，通报违规典型案例，通过正面引导

和反面警示，教育引导全县党员干部增

强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带头移风易

俗，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同时，英山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

再监督”职能，成立专项督查组，整合

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局等职能部门形

成合力，对违规操办“升学宴”“谢师

宴”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县纪委监委

派出纪检监察组，充分发挥派驻机构的

作用，前移监督关口，强化各级党组织

对党员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主体责任。

对于有子女毕业升学的党员干部加强教

育提醒，督促其主动报告子女参加中

考、高考有关情况，自觉遵守廉洁自律

各项规定。

英山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尽管全县已连续3年未发现操办或参与

“升学宴”“谢师宴”的违规行为，但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英山县将持续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一旦发现问题线索，即

以零容忍的态度快查快办，坚决防止升

学腐败，倡导树立新风。

记者 林春宏
通讯员 钟玉莹

本报讯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近

3 年来在深入推进创文工作的过程中，

加大背街小巷改造力度，投入3587万元

完成58条背街小巷的升级改造，营造了

设施齐全、交通顺畅的街巷环境。

今年以来，昌江黎族自治县投入

1600万元，对子中路、健民路、惠民路

等 18 条背街小巷破损的水泥路面进行

修复，开展加铺沥青、绘制交通标线、

增设盖板等施工。工程仅用 42 天便全

部完工，有效提升了城市形象和群众生

活品质。

市民王大姐已在子中路居住 30 余

年。过去子中路道路狭窄、路面坑洼，

经常出现摩托车摔车等事故。因环境不

佳，王大姐家的店面曾长期出租。如今

随着路面被修复，她开始自己经营店

面，收入十分可观。此外，许多群众纷

纷看中了创文工作带来的商机，在人流

密集的路段盘下店面经营起来。

昌江黎族自治县启动创文工作以

来，着力改造背街小巷，通过实施路面

硬化，完善道路排水、排污管网，增加

照明设施，适当美化绿化等改造工作，

有效解决了老旧城区居民的出行难问

题，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

意度。

海南昌江升级改造58条背街小巷

湖北英山强化监督杜绝
违规操办、参与“升学宴”“谢师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