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虎台街道新西

社区称多大厦的石榴籽家园，一场别具特色

的民族运动会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来自辖

区内的汉族、藏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居民，有

的参加扔飞镖、有的参加踢毽子、有的参加筷

子夹弹珠……伴随着阵阵欢呼声、助威声，大

家沉浸其中、乐在其中。

这是西宁市石榴籽家园建设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西宁市把社区作为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的重要阵地，以打造石榴籽家园来推

动城市民族工作创新，结合城市管网改造、老

旧楼院物业改革、平安楼院建设等项目，解决

各族群众的民生诉求，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

社会基础，推动社区各族群众共居、共建、共

乐，使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特色活动聚人心

走进西宁市城中区南川西路街道香格里

拉社区，二楼的石榴籽家园内，一场包饺子大

赛正在进行。来自汉族、藏族、回族等 7 个民

族的居民围成一圈，择菜洗菜、剁肉包馅、剥

蒜摆盘，伴着阵阵欢声笑语，忙得不亦乐乎。

“大伙一起动手、一起品尝，太有意义了。”拿

起自己包的“元宝饺”，藏族大姐孔庆霞满脸

喜悦。

“由于居民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

族，我们在元宵猜灯谜、端午包粽子、中秋品

月饼、藏历新年办锅庄舞大会等传统节日活

动的基础上，还举办了社区健身操比赛、象

棋赛、民族特色运动会等，不断增进大伙之

间的交流和了解。”社区党委书记赵丽告诉

记者。

把心聚一起，有事大家干。今年 69 岁的

满族老人李昌明，也是社区里出了名的热心

人。他掰着手指头盘算，“从规范小区停车，

到调解邻里纠纷，再到倡导垃圾分类、监督物

业收费、治理小区环境、照顾孤寡老人，现在

啥事大家都是商量着来，有事共同分担，互帮

互助早已成为大家的行动自觉和生活习惯。”

“我们依托社区综合服务功能，深入开展

‘我们的节日’等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在各族群众中牢牢扎根。同时，充分发挥

社区作用，努力实现社区石榴籽家园服务平

台全覆盖，把服务做细做优，不断营造共居、

共建、共乐的社会环境。”西宁市委统战部常

务副部长汪永春说。

大家的事大家干，志愿服务成为一种新

风尚。前不久，香格里拉社区正在进行养老

反诈宣传。四五十个来自各个民族的志愿者

穿上红马甲、带上宣传手册分组行动。“每到

一户，我们帮大家把‘国家反诈’APP 下载好、

设置好，再聊一些反面案例，让大家掌握更多

的反诈知识。”打开社区志愿者服务微信群，

热心肠的王志平有说不完的自豪：“群成员从

最开始的七八个人发展到如今的 200 多人，

志愿者来自十几个民族，队伍越来越壮大，大

伙的热情越来越高！”

贴心服务暖人心

傍晚，舒爽的风吹过，伴着节奏激昂的乐

曲，在城西区文亭巷社区玉树小区，一场热闹

的锅庄舞会正式开始。

“以前，楼下的活动场地狭小，别说像现

在这样一圈套一圈的锅庄舞，孩子们连做个

游 戏 都 不 够 地 方 。”今 年 56 岁 的 青 梅 多 杰

说。2018 年，他们全家从玉树藏族自治州称

多 县 搬 到 西 宁 ，过 上 了 便 捷 舒 适 的 城 市 生

活。但他从小就好热闹，跳不了锅庄舞让他

心痒痒，“现在好了，社区给我们扩展了活动

场地，还配备了音响设备。只要微信群里一

声招呼，大伙就能聚起来，仿佛又回到了家乡

的草原。”青梅多杰说。

作为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社区，文亭巷

社区内有住宅小区 13个，居民 2.2万多人。要

更好地满足群众的需求，细致入微的服务就成

了关键。

“ 我 们 在 社 区 服 务 大 厅 专 门 设 立 了 民

族 事 务 服 务 窗 口 ，还 聘 请 了 会 说 少 数 民 族

语言的社区工作人员，用双语为大家翻译、

解 答 。 渠 道 更 畅 通 ，群 众 办 事 也 更 方 便 。”

文 亭 巷 社 区 党 委 书 记 、居 委 会 主 任 刘 翠 青

告 诉 记 者 ，“通 过 认 真 了 解 ，我 们 一 方 面 建

立 了 居 民 的 需 求 库 ，另 一 方 面 与 辖 区 的 银

行、水电公司、检察院、博物馆等密切对接，

建 立 资 源 库 ，调 动 各 方 资 源 更 好 地 解 决 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由于青海气候高寒，骨关节炎成为很多

老年人的困扰，而晒太阳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助力更好康复，是大家喜欢的休闲方式。“社

区帮我们在小区向阳的位置加装了座椅，大

伙既能在座椅上晒太阳，还能一起聊聊天，成

为放松的好去处。”今年 65 岁的老人郜淑珍

来自一个汉族、满族、蒙古族组成的五口之

家，暖心的服务让老人竖起大拇指。“孙女放

学后可以去社区图书馆做作业；家门口的爱

老幸福食堂让我们走路不超过 5 分钟就能吃

上可口的热乎菜。”郜淑珍说。

“接下来，我们准备将爱老幸福食堂提质

扩面，让更多老年人吃上舒心饭菜，同时满足

各族居民群众的多样需求，将服务延伸到每

栋楼宇、每个单元、每户家庭。”刘翠青说。

技能培训促就业

在西宁市湟源县丹噶尔古城内的一座古

朴院落内，映着树影间洒照的斑驳阳光，针线

上下翻飞，青海青韵绣艺手工艺品开发有限

公司的绣娘们正专心刺绣。

“与别处不同，我们是在羊皮上绣花。”拿

起一块羊皮，质地柔软、薄如纸张，公司负责

人冯海平介绍：“这是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皮绣，随着市场需求量的扩大，我们建立

了‘公司+石榴籽家园+居民’的模式，免费进

行技能培训、订单式加工，目前已经吸引了

350 多个绣娘加入。”

针脚细密、手法娴熟，在 26 岁的藏族姑

娘 张 桂 梅 手 中 ，一 幅《鹤 鹿 同 春》的 皮 绣 栩

栩 如 生 。 因 为 一 次 偶 然 机 会 ，她 被 皮 绣 的

魅 力 感 染 。 经 过 所 在 的 万 安 街 社 区 推 荐 ，

她很快得到了免费培训的机会。凭借刻苦

的 学 习 ，如 今 ，她 的 刺 绣 技 艺 已 经 十 分 精

湛。“我还学习了网络销售和电商经营的一

些知识，现在除了做一些皮绣外，还参与公

司网店的客服、发货，每个月有将近 4000 元

的收入。”

“依托社区石榴籽家园、业主委员会等

平台，我们广泛收集劳动者培训需求，结合

大家的就业意愿，将中式烹饪、挖掘机操作

等受群众喜欢、就业率高的技能培训班，直

接开进社区、乡村，帮助劳动者在家门口就

能接受就业技能培训，通过提升技能实现高

质量就业。”西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党组书记、局长李积星说：“去年，西宁市累

计完成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3.72 万人次，全市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38.57 万人次，实现劳

务收入 23.47 亿元。”

去年 10 月 22 日，西宁市首批社区石榴籽

家园授牌。湟源县万安街社区党支部书记孙

衍玲又多了一个身份——社区石榴籽家园的

负责人。从去年到现在，她已经帮辖区内 13
个居民找到了务工机会。“相比以前，工作更

忙了，但我们也能明显感觉到，主动捡拾垃圾

的人多了、辖区里的矛盾纠纷少了、大家的心

贴得更近了。”谈及变化，孙衍玲感到很自豪，

“非常有成就感！”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依托石榴籽家园建

设，在医疗、住房、养老、教育、就业创业、科技

文化等方面为居民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

务，推进民生改善，促进民族团结。”西宁市民

宗委主任张元良说。

青海西宁市建设社区石榴籽家园服务各族群众

团结之花盛开 幸福之果共享
本报记者 贾丰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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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近年来，青海西宁大力
建设石榴籽家园，解决各族
群众的民生诉求。举办各
类特色活动，促进不同民族
群众的相互交流与了解；通
过设立民族事务服务窗口、
在小区向阳处加装座椅等
贴心服务，让群众生活更便
利；开办技能培训班，帮助
居民找到务工机会，实现高
质量就业……一系列举措，
推动社区各族群众共居、共
建、共乐。

■有温度的举措 暖民心的行动R

本版责编：李智勇 白真智 徐 阳

“不到 20 分钟药就送到了，真是太

方便了！”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牛先生

说，晚上遛弯时他不小心扭伤了脚，在网

上下单了云南白药喷雾、壮骨膏等药品

救急，送药上门服务让自己省心不少。

不久前，工信部、国家卫健委、国家

医保局、国家药监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短缺药品和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

购中选药品生产储备监测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完善短缺药品分级

应对管理措施，指导监督企业履行好信

息填报义务。《通知》发布了包括叮当快

药等 10家企业在内的“重点短缺药品储

备企业”名单，鼓励增强药品供应保障能

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叮当快药既是一款在线购药 APP，

也是叮当健康旗下的即时健康到家服

务品牌。近年来，该企业持续强化优化

供应链建设，与制药及药品分销企业积

极展开战略合作，了解和满足市场用药

需求，帮助协调药品临时性调配，为实

现供需匹配搭建数字化对接桥梁。

“作为国内实时到家数字药房行业

重要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商，我们以合作

联盟的形式完善供应体系建设，维持科

学、合理的药品储备量。”叮当健康董事

会主席兼总裁杨文龙介绍。

通过大数据、云计算、5G 应用等技

术方面的不断探索，叮当快药将电子围

栏技术、手机拣货系统、智能运力调度

等技术应用到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管

理当中。通过研发系统，还可以实时预

测各城市、各门店相关药品的需求量，

再借助智能路径规划、智能拣货、智能

调度等系统，提升产品分拣配送效率，

实现运力科学分配，保障药品的跨区域

调配和及时供应。

在不断强化医药服务和专业药品

配送能力的基础上，叮当快药还上线了

到家健康检测服务，逐步构建和完善一

站式“医药检险”大健康生态体系。

“目前，我们的配送网点主要由 17
个城市的数百家智慧药房组成，致力于

实现全天候服务响应、28 分钟送药到

家，同时为用户提供在线健康咨询、慢

病 及 健 康 管 理 等 高 效 便 民 的 健 康 服

务。”杨文龙说，“我们希望能让用户以

更方便的路径、更合理的价位享受到更

全面的医疗健康产品和服务。”

叮当快药提供 24小时“在线健康咨

询”“网订店送”和“无接触配送”服务，足

不出户即可满足防疫物资需求和用药需

求，能够有效应对疫情防控阶段不便前

往医院和药店的状况。疫情期间，配送

员克服困难，坚持无接触“安心达”配送

守护市民健康。在北京，为保障正常配

送，每个配送小哥都承担起数倍于平日

的配送量，药房取药和药品交付过程均

坚持无接触的取货方式，确保每一单安

全及时送达。

疫情期间，由于需要实时监测血糖

值，上海赵先生的父亲急需一台血糖

仪，当时多个线上平台显示缺货、系统

配送无法到达。叮当快药药师服务热

线紧急开启“绿色通道”，协调远距离门

店将血糖仪配送到家。

即时健康到家服务形成新业态——

依托数字科技 服务健康生活
池 邑 焦 含

本报北京 8 月 25 日电 （记者

白剑峰）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今

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

卫生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涌现

出一批重要科技成果，为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

员刘登峰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 卫 生 健 康 科 技 创 新 体 系 不 断 强

化，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

展。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组织实施

了“重大新药创制”与“艾滋病和病

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两个

重大专项，支持获批上市一类新药

达 80 个，是专项实施前的 16 倍，有

力推动我国新药研发由仿到创、医

药产业由大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带

动我国传染病预防诊断治疗和控制

水平跨越式提升。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依托重大专项长期部署积累的

研发能力、人才团队和优势的技术

平台，迅速确认病原，并开展科学溯

源，研发系列诊断产品，开展疫苗和

药物研发攻关等。到目前为止，9
款疫苗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

上市或紧急使用，3 款列入世卫组

织紧急集采。

卫 生 健 康 科 技 创 新 体 系 建 设

不 断 完 善 ，行 业 治 理 能 力 持 续 提

升。在心血管病等 20 个领域建成

50 家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在生

物医药领域建成 75 家国家重点实

验 室 。 在 北 京 协 和 医 院 等 5 家 医

疗机构建设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 109 家委级

重点实验室，省级行政区域实现全

覆盖。启动实施中国医学科学院

医学与健康科技创新工程，建立科

研院所稳定支持的资源配置新机

制，健全完善临床研究、伦理审查、

科研诚信、成果转化等医学研究管

理政策，有力促进医学研究规范健

康发展。

强化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体系建设，为维护和塑造国家

生物安全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国家卫生健康委承担牵头组

建国家生物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落实生物安全法相关

的法律责任和任务，大力推进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

理体系建设，着力提升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搭建了比

较完善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平台体系，为科学研

究、疾病防控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持续深化医教协同改革，为卫生事业发展提供可靠人

才保障。累计培训住院医师 83 万人。同时，持续加强全

科、儿科、精神科等紧缺人才培养。截至 2021 年年底，全国

医师数量已达到 428.7 万人，千人口医师数达到 3.04 人，数

量接近发达国家医师配置水平。其中，全科、儿科、精神科

医生分别达到 43.5 万人、20.6 万人和 6.4 万人，分别较 2012
年增长了 295%、102%和 173%，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人才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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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银川 8月 25日电 （记者刘峰）记者从宁夏回族自

治区民政厅获悉：宁夏将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社会工作专业

人才为支撑、社会组织为载体、社区志愿服务队伍为依托、

社会慈善资源为补充的“五社联动”机制，发挥社会工作专

业和人才优势，赋能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居

民，实现优势互补、有效联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

人享有的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

根据自治区民政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五社联动”

机制创新基层治理的指导意见》，宁夏民政系统将“五社联

动”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在“十四五”末建立以县

（市、区）社会工作指导服务中心为牵引、乡镇（街道）社会工

作服务站为枢纽、社区社会工作服务室为基础的三级社会

工作服务体系。培育发展一批有较强专业性和信誉度的社

区社会组织，打造 100 个“五社联动”示范社区，使社会工作

者、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途径进一步畅通，社会

慈善资源作用更加凸显，社区居民服务需求得到有效回应，

基层治理效能明显提升。

宁夏五社联动机制创新基层治理

8 月 24 日，江苏如皋市搬经镇土山村农家书屋开展乡土劳动教育课堂。当地老人现场展示各种乡土篮子编织技艺，学生通过了解家乡和传统，亲近乡土、体悟乡情、传承乡风。图为老人在展

示编篮技艺。 徐 慧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