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报！崔各庄乡费家村入选

全国文明村镇！”早上一睁眼，就看

到 乡 里 微 信 公 众 号 推 送 的 消 息 。

这对我们村来说，可是个了不起的

大事！

费家村位于北京五环外的城

乡接合部，是一个城中村。由于紧

邻望京商圈，我们村成为了许多外

来务工人员的落脚点。全村人口不

到 600 人，流动人口却有 1 万多人，

不少村民将家里的房屋出租出去。

村里房屋建筑密集，消防通道狭窄，

消防、安全隐患比较突出。作为房

东，我最担心的事就是发生火灾。

好在 2017 年底，村里引进升级

了智慧型综合管理平台，这种局面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套系统对

辖区内电、火、人、车等异常情况，进

行 24 小时实时感知，分分钟做出预

警，解决了安全隐患，有效提高了居

民的生活便利程度。费家村成为了

远近闻名的“智慧社区”。

村里免费为各家各户安装了

烟感报警器。一旦监测到火情，烟

感报警器就会第一时间发出警报

声，将火情通过绑定的手机提示给

业主，同时反馈到智慧消防消控平

台。工作人员收到警报并确认无误

后，值班人员会立刻通知村应急处

置队，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扑灭。

电动车停放过去也是费家村

的老大难问题。一些居民把电动

车 停 在 楼 道 里 充 电 ，不 仅 堵 塞 通

道，还会造成火灾隐患。智能管理

完善以来，村里新建了停车场，每

隔 4 米在停车场的天花板上挂一个

感温灭火器。当温度达到 68 摄氏

度时，会自动爆开灭火，实现“安全

停车、智能守望、预防”。另外，电

动车停车场的出入口设置了人脸

识别系统，村民只需刷刷脸就可以

进入停车场，十分方便。

疫情防控期间，智慧平台更是

大显身手。按照当时的防控要求，

返京人员需要自行隔离 14 天。村

里对智慧平台进行升级改造，一旦

隔离人员私自离开所居住的房间，

系统就会自动发出警示。依托这

套智慧平台，我们村仅用 26 名工作

人员，就对区域内 5417 名返京人员

进行了有效管理，大大节省了人力

资源，实现了守住大门、管好小门，

村内“零感染”。

放心出门，远程预警；下班回

家，刷脸停车……如今，村里的治

安环境更安全了，村民们的生活也

变得更安心、更便利了。

（作者为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

乡费家村村民，本报记者贺勇采访

整理）

身在智慧村 生活更安心
郑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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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安多县北部，是高

耸的唐古拉山。亿万年大地碰撞挤

压出的褶皱，曾经是西藏与外界交

流的障碍。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建

设，人们用双手打通了山川——青

藏公路和青藏铁路穿越唐古拉，成

为保障西藏对外交通的要道。

石块翻转，尘土飞扬，几分钟，

相机镜头就落上了一层灰。伴随着

嘈杂的机械声，青藏铁路唐古拉线

路车间主任李彪林正在指挥施工，

有时候说不明白，他就从工人手中

接过工程器械，自己上手作业。

铁路养路工作辛苦，青藏铁路

唐古拉线路车间的养路工作更加辛

苦。这儿的平均海拔超过 4900 米，

寒冷和缺氧让道路维护工作变得格

外吃力。“和平原地区比，在高原拿

起设备施工，就已经要付出全力，更

不用说复杂的自然环境带来的挑

战。”李彪林说。

恶劣的气候是唐古拉工作的最

大挑战，缺氧和寒冷为高原铁路的

运转带来不少挑战。有一次，突降

暴雪导致线路故障，李彪林带着工

人冒雪前行。路上雪厚，汽车无法

通行，李彪林徒步七八个小时，终于

在深夜到达了故障点。几个人一起

动手，排除了故障。

2006 年，在青藏铁路正式通车

前夕，李彪林刚刚调到当时仍叫雁

石坪车间的唐古拉工作。回忆起当

时艰苦的条件，李彪林记忆犹新：大家都住在板房里，物资

相对比较匮乏，吃东西也比较凑合；车间只有一辆卡车，坐

在卡车车厢里，风从四面灌进来，吹得他直打颤。

从养路工干到今天唐古拉线路车间的主任，李彪林把

这段路上几乎每个工种都干了一遍，对每一截铁路都了然

于心。沿线有哪些站，当年站上的人和事，李彪林提起来都

是如数家珍。

有些往事，听起来既心酸又温馨。2010 年春节前夕，

当时李彪林所在的站雇不到厨师，大家吃饭成了大难题。

“要么是被艰苦的条件吓跑了，要么是来干了几天就辞职

了。”李彪林寻思，大家干活已经很累了，连饭都吃不好，怎

么能行？

他跟妻子聊天时说了自己的烦恼。妻子了解到他遇到

的困难后，就申请来唐古拉，一是和丈夫团聚，二是能给工

人们做饭吃。

这一干就是近一年。李彪林至今还记得，2010 年除夕

夜，妻子给大伙儿做了一顿大餐。大家吃得高兴，就用废旧

的木材在院子里点起了篝火，围在篝火旁唱歌跳舞。火光

蹿得老高，温暖无比。

虽然谈起生活往事，李彪林都笑眯眯，一脸随和，但只要

谈起工作，他便十分较真。每天下午结束工作后，李彪林都

会召集车间的职工开会，总结当天遇到的问题，该批评就批

评。平时大家相处其乐融融，但此时，所有人都一脸严肃。

守护这条路至今已有 15 年，李彪林也想过离开，但总

是割舍不下——“这里我最熟悉，我不干谁干？”作为一名党

龄 10 多年的党员，李彪林觉得守护这条路上的安全平稳，

是他最大的责任。

“ 我 们 都 是 青 藏 铁 路 的 路

石，共同托起这条雪域天路。”李

彪 林 说 。 整 日 同 路 石 和 铁 轨 打

交道的他，脸上透着如石头般的

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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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便捷——
就医挂号不排队
看病费用一键付

“一键挂号，一键付费，再也不

用排长队。”去年 12 月 9 日，在海口

市人民医院，72 岁的海口市民陈先

生，用手机扫码支付了 108 元，拿到

了 30 支胰岛素注射剂。

陈先生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

慢性病，每月初都需要到医院挂号

取药。以前，陈先生得早早到医院

排队挂号，拿着医生开的处方单，

又得到医院的“医保审核结算”窗

口排队审核，然后再到缴费处排队

交费，最后再到药房取药。“一来二

去，怎么都得折腾一上午。”

为陈先生解忧的还是背后一

朵朵智慧“信息云”。第一朵“云”

是“椰城市民云”。通过这个 APP
的专门板块“医疗健康”，陈先生可

以实时了解全市每家医院的预约

情况、平均就诊时间、剩余的号源、

科室床位情况等，根据自己的需求

选择医院就诊。挂号预约后，按约

定时间就医即可，而且在 APP 上就

能实时查询就诊报告及诊疗记录。

第二朵“云”是海口市人民医

院信息管理处专门针对慢病患者

就医的流程改造。为了减少医院

门诊人群聚集排队，信息管理处打

通了医生电子处方和医保报销系

统 的 连 接 ，实 现 慢 病 药 品 线 上 支

付。在医生开的处方单上，有一个

二维码，扫码后，手机上会清晰地

显示出自动列入慢病药品的自费

部分和医保报销部分，一目了然。

“系统能精准识别出符合医保报销

规定的慢病患者，省去了一单单慢

病药品的医保审核环节。”信息管

理处工作人员曾凡说。

眼下，海口市人民医院正在建

设“5G + VR”探视，目前两台设备

已经到位，将安装在呼吸重症科，

“家属探视重症病人，在病房外通

过穿戴 VR 设备，就可以实现隔离

探视。”信息管理处负责人陈小恩

表示，甚至以后家属可以租用 VR
设备，在有 5G 基站的地方就可以

实现远程 VR 探视。

不仅如此，在偏远的乡镇，农

村居民同样能享受到“信息云”带

来的便利。龙华区新坡镇卫生院

的智慧小屋设有健康亭，老百姓刷

身份证就能免费自助进行身高体

重、血糖血压、心电、血氧等方面的

测量。同时，该卫生院还搭建了海

口市骨科和糖尿病医院影像、心电

中心，发展远程医疗。

更及时——
老人健康有监测
电子护理方便查

“收到预警，9202 房间周桂英

老人离床超过 15 分钟还没回去！”2
月 23 日凌晨 2 点 45 分，长沙市雨花

区社会福利中心护理人员赵菊阳手

机上的智能看护系统，出现了一条

预警信息。她急忙赶往房间查看，

发现周桂英老人已经倒在浴室门口

的地板上，虽然意识仍清醒，但始终

爬不起来。

赵菊阳确认老人基本没有大

碍 后 ，慢 慢 将 老 人 扶 回 床 上 。 这

时 ，养 老 院 的 医 护 人 员 也 已 经 赶

到，对老人进行了基本体检，发现

老人血压较高后，及时进行了医疗

处置。“虽然没有大碍，但是老人最

怕冬天突然摔倒，离床预警真的帮

了大忙。”赵菊阳说。

“这种戴在心脏部位的智能睡

眠监测带，不仅可以实时监测老人

的睡眠质量、查看心跳和血压等指

标，还有离床监测功能。我们把预

警时间设定为 15 分钟，使用一年多

来，已经多次成功预警。”雨花区社

会福利中心院长张兰说，根据中心

目前的人员配备，护理人员对失能

老人每隔一小时巡查一次，对自理

老 人 的 巡 查 时 间 间 隔 为 两 小 时 。

“这个密度在同类养老院中已处于

较高水平，但是毕竟还有不足，智

能化设备的应用正好可以进一步

弥补巡查间隙的漏洞。”

除了智能睡眠监测带，养老院

还为老人配备了健康手环。“基础

功能是心率、活动量等数据，这些

都可以传送到后台供管理人员参

考。如果愿意额外再付些钱，手环

还可以解锁更多监测功能，并接入

后台专家库，医生可以进一步为老

人提供健康建议。”张兰说，因为使

用成本原因，进阶功能的普及率还

比较低，但后续随着应用范围的扩

大，成本还会进一步降低，普及率

有望得到进一步提升。

走在社会福利中心的走廊，每

个自理老人的病房门口，都比过去

多了一个电子屏幕。护理人员每

次进行护理后，都在这一屏幕上进

行记录，屏幕成了电子护理手册。

电子护理手册解决了过去纸质记

录本的记录难以查询、调阅，也难

以 和 病 人 家 属 进 行 信 息 共 享 的

问题。

更均衡——
学习效果有报告
教育资源能共享

“ 请 同 学 们 拿 出 iPad，我 们 进

行本课过关测试。”不一会儿，5 道

类型各异、难度不同的选择题被推

送到同学们的平板电脑上。“两分

钟过去了，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大

家的作答情况。”很快，学生的答案

分析结果出来了，显示第三题错误

率较高，老师马上分析原因，重点

讲解，接着还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

情况，有针对性地布置不同难度的

课后练习。这是广州市白云区方

圆实验小学智慧课堂的一幕：通过

查看学生的学习情况、课堂练习情

况以及课后作业情况等数据报告，

教师可以调整课堂教学策略，实现

因材施教。

白云区从 2018 年起，按照“研

究一代、示范一代、应用一代、普及

一代”的创新引领，整体推进智慧

校 园 建 设 ，智 慧 教 学 已 进 入 新 常

态，智慧课堂开班数超 400 个。“精

准化教学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教

师的教学效益都得到极大提升，各

项成绩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中考、

高考成绩提升效果明显。”白云区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面有请远端的同学把作品

拍下来，分享到屏幕上，我们来比

一比两边的同学谁的作品更有创

意 ，好 不 好 ？”在 白 云 区 平 沙 培 英

学 校 的 课 堂 上 ，通 过 常 态 化 录 播

设 备 ，平 沙 培 英 学 校 的 学 生 能 够

和贵州平塘县塘边中学的学生进

行 互 动 教 学 ，他 们 不 仅 能 够 在 屏

幕 里 看 到 彼 此 ，还 可 以 在 教 学 一

体 机 上 同 享 一 份 课 件 、同 做 一 个

实验、同玩一个游戏，在交流与互

动 中 碰 撞 思 想 、收 获 快 乐 。 这 种

方 式 ，不 仅 调 动 了 两 地 孩 子 的 学

习 热 情 ，也 将 优 质 的 教 育 资 源 传

递 得 更 远 ，大 大 延 伸 了 教 育 的

时空。

2020 年 9 月，白云区部署建设

“三个课堂”应用管理平台，一个月

时间，全区已有 169 所学校开通，加

入教师 1.1 万人。通过多维度的互

动，将单一的音视频互动融入了更

多维度的教学元素，将优质资源辐

射至广东清远、贵州等地，通过名

校课堂、名师课堂和专递课堂的开

展，形成了多区域、跨校区和各学

科智慧教研的新常态，逐步促进区

域教育均衡。

就医流程大为简化、老人健康有效呵护、学习效果数据呈现

用上智能技术 优化民生服务
本报记者 黄晓慧 孙 超 洪秋婷

核心阅读

优化民生服务是
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
一环。随着智能服务在
就医、养老、教育等领域
逐步普及，不少百姓受
益。就医挂号不用排
队、看病费用 一 键 付
清；老年人健康状况实
时监测、电子护理方便
随时查阅；学生学习情
况能形成数据报告，方
便教师因材施教，还有
多地课堂实时互动、教
育资源同步共享……

本报广州 3月 29日电 （记者罗艾桦）由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指导，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广州日报社等单位主办的

“广州城市小菜园”工程近日宣布启动，市民只要登录“广州

城市小菜园”小程序，便可在线预约领取种子、有机肥等产

品，自主利用门前屋后、阳台、房顶、外墙、庭院空地及其他

可用空间，随心打造自己的“小菜园”。

据了解，“广州城市小菜园”工程建立了标准化、绿色环

保化的指导性标准体系，配套推进了三大平台建设：一是

“广州农博士”服务平台，由农业技术专家组成专业团队，在

线上实时解答市民家庭种植技术问题；二是市场化服务平

台，旨在为市民提供线上线下购买优质种子、有机肥、环保

基质等种植配套产品服务；三是交流分享平台，将推出一系

列指引文章、视频，与市民分享正确的家庭种植方法，同时

市民也能在平台上发布交流种植成果。

广州鼓励市民建造小菜园

本版责编：李智勇 徐 阳 周春媚

在位于吕梁山西麓的山西省吕梁市石楼

县铁头村，只有一只手的乡村医生张尚保每

月要进行进村入户巡诊。翻过了一座山，越

过了一道弯，眼前又是一座座山，今年 61 岁

的张尚保日复一日在山间行走，为分散居住

的村民们送医送药。在这条山路上，他已经

走了 45 年。

铁头村沟壑纵横，山路崎岖，5 个自然村

的 600 多位村民分布在七沟八梁上。看病难、

看病远，长期困扰着这里的群众。1976 年，16
岁的张尚保卫校毕业，主动回到了村里当村

医。35 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张尚保失去了

右手。他也想过逃避，不当村医了。可是看

到村民们外出求医不容易，张尚保咬着牙坚

持了下来。通过反复练习，他学会了用左手

打针输液、接种疫苗、填写健康档案……

这些年来，铁头村 5 个自然村村民的身

体状况，张尚保都牢记心中，在脑海里形成了

一份特殊的健康档案。奔波在吕梁山间，他

不知背坏了多少个药箱，穿烂了多少双鞋。

默默的坚守，让张尚保也得到了村民们

的敬重。一晃几十年过去，村民口中的“小张

医生”变成了满头白发的“老张大夫”，张尚保

也到了退休的年龄。但他说，村医的工作不

会因为退休而停止，只要村民需要，他会一直

干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

图①：张尚保走在去铁头村张家湾自然

村出诊的路上。

图②：张尚保（右）正在为村民讲解健康

知识。

图③：张尚保在填写糖尿病患者随访服

务记录表。

新华社记者 詹 彦 杨晨光摄影报道

张尚保——

一生·医生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北京 3 月 29 日电 （记者欧阳洁）银保监会办公

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近日联

合印发了《关于防止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的

通知》。《通知》指出，将联合开展一次经营用途贷款违规流

入房地产问题专项排查，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排查工

作，并加大对违规问题督促整改和处罚力度。建立房地产

中介机构和人员违规行为“黑名单”，加大处罚问责力度并

定期披露。

《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切实加强经营用途贷

款“三查”，落实好各项授信审批要求，不得向无实际经营的

空壳企业发放经营用途贷款。对企业成立时间或受让企业

股权时间短于 1 年，以及持有被抵押房产时间低于 1 年的借

款人，要进一步加强借款主体资质审核，对工商注册、企业

经营、纳税情况等各类信息进行交叉验证，不得以企业证明

材料代替实质性审核。

《通知》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信贷需求审核，

要对经营用途贷款需求进行穿透式、实质性审核，不得因抵

押充足而放松对真实贷款需求的审查，不得向资金流水与经

营情况明显不匹配的企业发放经营性贷款。要根据借款人

实际需求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对期限超过 3 年的经营用途贷

款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确保资金真正用于企业经营。

银保监会等三部门印发通知

严防经营贷违规流入房地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