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要闻 44 2023年 12月 23日 星期六

2023 年以来，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活动在全国各地火热开

展，生动描绘农民群众美好生活

和乡村振兴美丽新图景。

唱响主旋律、
激发正能量

8 月 15 日，青海省海北藏族

自治州刚察县热闹非凡。中央

宣传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

室和青海省委、青海省人民政府

在这里联合举办 2023 年文化科

技 卫 生“ 三 下 乡 ”集 中 示 范 活

动。专家和志愿者走村入户，把

农技、健康、法律、禁毒等方面的

知 识 送 到 田 间 地 头 、送 到 农 民

身边。

宣传党的创新理论、加强农

村 文 化 供 给 、更 好 服 务 群 众 需

求，各地各部门把“三下乡”活动

作为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有力抓手，紧密结合实际、精心

安排部署，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

动 持 续 唱 响 主 旋 律 、传 播 好 声

音、激发正能量。

在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鄂 尔 多 斯

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东海心村，

文化和旅游部组织的艺术家冒

着严寒带来精彩纷呈的文艺演

出，当地还布置了农产品销售展

位 、非 遗 展 示 展 位 。 悠 扬 的 歌

声、喧天的锣鼓、喷香的牛羊大

锅……活动现场暖意融融。

在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广

电总局协调相关单位向当地捐

赠了“户户通”双模机顶盒、“空

中课堂”接收设备、小学生图书，

提供了健康义诊服务，并调研推

进 陕 西 省 广 播 电 视 基 本 公 共 服

务县级标准化试点建设工作，促

进 广 电 视 听 服 务 常 下 乡 、常

在乡。

在吉林省梨树县、通榆县，中国文联、吉林省文联文

艺志愿者带来精彩的文艺节目，还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开展书法、美术理论实践培训活动。

建好用好农村文化阵地，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

“三下乡”更好满足了群众多样化、高品质的精神文化

需求。

让科普“下乡”、让服务“上门”

深入开展农业技术咨询服务，组织农业专家走进田

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将科普大篷车开进校园，捐赠“小

小科学家科技创新操作室”……11 月 8 日至 9 日，科技部

联合河南省委、省政府在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共同举办

2023 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围绕基层实际需求，广泛动

员各方力量参与，“三下乡”活动有效推动了当地文化、科

技、卫生事业的发展。

让科普“下乡”、让服务“上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

活动受到各地群众欢迎：

在重庆市石柱县桥头镇，科普大篷车让人大开眼界，

雅各布天梯、磁力传动摆、静电乒乓等互动体验科普展项

激发大家的科学兴趣；

在天津市宝坻区，精彩的无人机航模表演令人眼前

一亮，农技专家走进温室大棚，开展大棚种植技术、空气

温度湿度控制等实用技术讲座；

在辽宁省鞍山市，当地创新开展科技志愿服务，常态

化开展“科普入基层 名医进万家”系列科技志愿服务

活动；

…………

让科学梦的种子不断扎进田间地头，持续提升我国

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据介绍，科技部将持续加强农村科

技供给，更好服务基层群众需求，围绕农村地区实际发展

需求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科技帮扶活动，以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积极扩大“三下乡”活动覆盖面，加大相关科技

专家下乡频次，解决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

健康乡村“护航”乡村振兴

四川凉山州，大山腹地。2 月，来自北京、上海、成都

等地的多名资深医生组成的医疗队，风尘仆仆赶到这里

开展义诊，闻讯而来的村民排起长队。从心血管到肝胆、

肾脏，从眼科到妇科、儿科，卫生下乡带来了家门口的“专

家号”。

16 支国家医疗队对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地区开展巡

回医疗，开展“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更多优

质医疗服务被送到基层，更多偏远乡村开启一趟趟健康

服务“直通车”，不断提高着群众的获得感。

卫生下乡不是“一日游”，“组团式”帮扶进一步推动

优 质 医 疗 资 源 精 准 下 沉 ，为 乡 村 医 疗 事 业 补 短 板 、强

弱项。

新疆阿勒泰地区，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派出的医疗队

今年 8 月至 9 月在此开展了 3 周的巡回医疗活动。开展

技术培训、教学查房、专题讲座、疑难危重病例讨论，医疗

队通过多种形式帮带，切实提升当地医院的救治能力。

在医疗人才“组团式”帮扶下，目前西藏 13 家受援县

医 院 的 三 级 手 术 占 比 ，由 上 一 年 度 的 14.8% 提 高 至

37.4%。158 家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医院中，136 家

达到二级医院服务能力，38 家达到三级医院服务能力。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多地通

过“县管乡用”“乡聘村用”以及巡诊、派驻等灵活方式，着

力补充乡村两级机构合格医务人员，不断提升基层卫生

服务水平。同时，依托“三下乡”等活动，深入开展健康科

普行动，持续提高乡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新华社北京 12月 22日电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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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来了，赶紧分发，特别是米

面油，迅速发到群众手里。”李自蛟的

话音一落，镇村两级党员干部赶紧行

动起来。

“当务之急是搭建活动板房。十

分感谢您捐赠的书籍，但这几天我要

把活动板房先搭好，过后我再联系

您，好吗？”一位爱心人士打来电话，

想在村里建农家书屋，李自蛟跟他解

释情况。

李自蛟是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

石塬镇党委书记，患有糖尿病，这两

天脚发炎了，走路一瘸一拐。积石

山 6.2 级地震发生以来，他一直在各

村靠前指挥，忙得“跟打仗一样”。

12 月 22 日见到记者时，他眼睛里都

是血丝。“电话一个接一个，手机上

午还满电，中午就没电了。”刚充上

电，电话又响了起来——

“李书记，车太多了，搭建活动

板房的板材现在进不去。”

“ 放 心 ，已 经 安 排 干 部 去 疏 导

了。我马上带队去勘察地质，给活

动板房找到恰当的安置点。”

如今，石塬镇的 2406 户受灾群

众都住进了帐篷，帐篷内有暖炉，食

物充足。但一直住在帐篷里不是长

久之计，目前，当地正在搭建活动板

房，要让受灾群众全部搬进去。“省

里统一要求是 27 号前必须全部搭

建 完 毕 ，我 们 一 定 要 保 质 保 量 完

成。”李自蛟说。

“全镇分为 8 个村 1 个社区，有

10857 名居民，51 名乡镇干部、32 名

村干部、78 名网格长。”说起镇里的

情况，李自蛟如数家珍。地震发生

时，李自蛟还在住院。连出院手续都没来得及办，他立马

赶了回去，带着村干部、网格长迅速转移群众，立即开展

自救。

将受灾群众转移到空旷地区后，他带领着镇村干部、

志愿者找来玉米秸秆、树枝等生火，方便大家围着取暖。

一些房屋倒塌了，他顾不得危险，带着村干部一起徒手挖

出被埋压的村民，将受伤村民转移到医院。

说话间，有电话不停打进来，还有许多人直接找到李

自蛟，要他协调处理各种事情。李自蛟稍作思考后都能

给出解决办法。“好多村民找到我，发自肺腑地感谢，还要

给我们包户干部做饭吃。”李自蛟说，“群众太好了，党员

干部就得拼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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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触手机屏幕，扫描二维码，打开直

播……18 岁的马怡岚，在帐篷里开启震后

首次网课。

马怡岚是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大河

家镇大河家中学的高三学生，家住刘集乡

高李村。12月 22日上午，积石山县 4900余

名高中学生迎来线上复课。

主讲老师之一，是积石中学校长董洪

海。直播的授课点，就在积石中学门卫

室。七八平方米的房间里，只摆了 1 张长

条桌、3 把椅子和 1 个火炉。

这 节 课 ，让 教 了 大 半 辈 子 书 的 董 洪

海 费 了 不 少 心 思 。“ 根 据 这 几 天 收 集 的

信 息 ，部 分 学 生 出 现 了 应 激 反 应 ，急 需

心理疏导。”董洪海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针对受灾地区的特点，我在授课时

把书面语转化成口头语，还特意准备了

一首诗歌，希望孩子们相信未来、热爱生

命。”上课前，直播设备出了些状况，幸好

很 快 就 修 复 完 毕 ，课 程 效 果 并 未 受 到

影响。

马怡岚觉得，虽然上课时间不算长，

“收获还是不少的，心里头不像前两天那

么慌了。”

12 月 21 日，积石山县所有教师下沉

到 195 个安置点，开展心理辅导和教学辅

导。22 日起，全县 3 所高中以班为单位开

展线上教学。

临 近 中 午 ，很 多 学 生 和 家 长 陆 续 赶

到积石山县民族中学，取走地震时落在

教室的课本。郭干乡郭干村的羊玉娥是

高三（11）班的学生，这两天一直跟同村

的几名高中生在帐篷里自习。“上午上完

网课就来了，下午还要接着上，第一节课

是语文，得赶紧把学习资料带回去。”羊

玉娥说。

位于大河家镇的集中安置点条件相

对较好，每顶帐篷上都贴有无线网络名称

和密码，直播信号流畅。但在一些农村尤

其 是 偏 远 山 乡 ，直 播 卡 顿 的 现 象 时 有

发生。

此前，积石中学做了摸排，发现很多

学生家里没有电脑，安置点也还没有接

通 无 线 网 络 ，只 能 使 用 手 机 流 量 上 课 。

“我们也在积极向相关部门反映，并想方

设法借助社会力量，希望能让更多的孩

子 拥 有 更 好 的 环 境 和 条 件 上 网 课 。”董

洪海说，现在学校的教学楼、宿舍楼等都

已做了初步评估，“等鉴定结果出来，如

果没有安全隐患，希望能尽快恢复线下

教学。”

目前，积石山县已经按照“线上线下

相结合”“一校一策”的原则，制定了地震

灾后复课返校工作计划。全县 244 所学

校中，经鉴定能安全使用的学校，将在 12
月 25 日至 29 日让学生陆续返校上课；主

体结构没有损伤的，将在寒假期间进行修

复；主体结构受损的，将在寒假期间搭建

活动板房。

“努力确保春季学期开学时所有学生

能够返校上课，恢复正常的教学。”积石山

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此前，看到家长群里的复课通知，马

怡岚的父亲马英正特意起了个大早给手

机充满电，为孩子上课做准备。“活动板房

在建设，孩子也复课了，我们心里头越来

越踏实。”马英正说。

线上复课首日见闻
本报记者 卞民德 王锦涛

12 月 22 日，冬至。一连几天的低温

总算过去，天气暖和了不少。在青海省海

东市民和县中川乡草滩村，美一小学安置

点内，来自职业技术学校烹饪专业的师生

们早早来到这里，和面、调馅、擀皮……忙

活了 4 个多小时，3000 多个饺子出锅，香

味弥漫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大家开始有

序排队打饭。

“这碗饺子，暖了胃，更暖了心！”村民

王淑兰满心感慨。

积石山 6.2 级地震发生那晚，王淑兰

全家 5 口跑到院子里。家里的几间房子

都出现了裂缝，院墙也塌了，“第二天，我

们就被安置到美一小学，现在吃得饱、住

得暖，生活踏实。”王淑兰说。

连日来，海东市集聚各类资源，组织

开展群众转移安置、救灾物资调运、救助

补助发放等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

本生活，在民和县、化隆县、循化县设立

141 个临时安置点，安置受灾群众 18259
人。截至 22 日上午，累计发放到位救灾

帐篷、折叠床、棉被褥、棉大衣、取暖设备

等各类救灾物资 5.94 万件（套），同时还

成立了物资调拨队，负责救灾物资接收

统计、归类整理、调拨分发等工作。

与此同时，果洛州的牦牛肉来了、黄

南州的棉帐篷来了、海西州的煤炭来了，

还有江苏的棉衣、被褥，重庆、四川的捐

款，正接连送达。“这些地方咱都没去过，

但只要在手机上刷到这些消息，都觉得心

里 很 暖 。”今 年 73 岁 的 草 滩 村 村 民 王 党

女说。

受灾群众心头的温热，正化作重建家

园的力量：

“明天我把家里的 4 口人送到别村亲

戚家里去，然后就开着自己的货车去拉物

资。四面八方不认识的人都跑来救灾，我们

更得行动起来！”金田村村民杨存林说。

“在物资供应方面，政府尽了力，大家

都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我这两天在

想，虽然村里的很多房子墙体开裂，但椽

梁、砖石还是完好的，能再次利用起来也

很好。政府掏钱，咱得精打细算地花！”美

二村村民甘述明说。

这两天，王淑兰得空总喜欢去自家的

麦地里看看。蹲下身，摸摸寒冬中仍然深

绿的麦苗，王淑兰说：“再大的困难也挡不

住这一茬庄稼的生长，过了今天，白昼越

来越长，暖和的日子很快就会来到！”

心头的温热，化作重建家园的力量
本报记者 贺 勇 乔 栋 王 梅 贾丰丰

■在现场R

图①：12 月 22 日，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梅坡村，工人把折叠床搬入刚搭建好的板房里。截至 22
日 13 时，大河家镇、刘集乡、石塬镇已搭建好板房 1576 间。

本报记者 陈 斌摄

图②：12 月 22 日，在青海省民和县草滩村，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的战士为受灾群众盛上热气腾腾的

饭菜。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图③：12 月 22 日，在甘肃省积石山县刘集乡肖家村文化广场，武警甘肃总队机动支队官兵为受灾群众

准备了饮食。 侯崇慧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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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外，排气管冒出白色热气；帐篷内，

火炉里木炭烧得正旺，驱散了冬夜的严寒。

这是 12 月 20 日夜晚，甘肃临夏州积石山

县大河家镇大河村安置点的景象。

大 河 村 安 置 点 位 于 大 河 家 镇 的 中 心 广

场，在这片镇上难得的开阔空地，从 19 日到

20 日夜晚，在各方努力下，一顶顶帐篷搭建起

来，一碗碗热饭送到群众手中，一个个火炉燃

了起来，受灾群众有了临时的家。

下午 5 点半，天色渐暗。大河村三社村民

何绍奇招呼记者走进他所住的帐篷。在火炉

边落座，张开手掌，感到一阵暖意。

何绍奇介绍，帐篷里有 4 张行军床，住了

3 户人家 11 口人。虽然人不少，但帐篷内很

整洁，物资也很充足，桌上还放着安置点工作

人员发的橙子。

“地震发生后，我们一家很快得到了安

置。19 日上午，我们早餐喝上了热粥，还有鸡

蛋、牛奶。”何绍奇的妹妹何少青说，“只要人

平安，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晚上约 6 点，工作人员送来了防潮垫。“我

们的很多需求，工作人员都想在了前面。”何

绍奇说。

晚上 7 点左右，记者走出何绍奇“家”。灯

光照映下，受灾群众正排队取晚餐——热腾

腾的牛肉面。救援开始时，这个安置点只有 1处

提供牛肉面，现在已经有 4 处了。

7 点半左右，记者来到大河村一社村民陕

玉林一大家子的帐篷。陕玉林的嫂子是做面

食的好手。“请你尝一尝，很好吃的。”她递给

记者一包馓子，“大河村人爱吃面食，一碗牛

肉面、一口馓子，身心都暖乎乎的。”

“今晚孩子能睡个好觉了。”陕玉林的妻

子很有信心，“安置点保障好、物资足，党和政

府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晚上 8 点半，安置点帐篷群中，传来切菜

的声响。这是陆军第 76 集团军某旅官兵在准

备第二天的食材，白萝卜切成片，装满几大

筐，食物架上的塑料筐里还有洗干净的鸡蛋。

安置点不断有物资送到，9点左右，发放了

一批帽子。“风大，正需要帽子。想得真周到。”

一名受灾群众说。安置点工作人员挨个提醒注

意用火、用电安全。由于炉子烧着木炭，需要防

范一氧化碳中毒，工作人员还会经常巡查。

晚上 10 点左右，帐篷里的人慢慢轮流休

息了。

村民们也在积极行动。几乎整个晚上，

陕玉林都在村里帮忙分发物资。快到 11 点，

他才回帐篷休息一会儿。大河村三社有 86
户、500 多人，一共组织了 10 多名青壮年志愿

者。 20 日上午，村民马晓东在帐篷里睡了 3
个小时后，就一直在外帮忙。

晚上 11点多，前来支援的工程师正在给帐

篷铺设网线，“受灾群众很快能用上无线网了。”

第二天凌晨，记者准备离开时，又绕着安

置点走了一圈。这里有依旧忙碌的救援官

兵，有深夜运达的物资，还有弥漫在空气中未

完全散去的牛肉面香。

21 日凌晨 4 时 02 分，积石山县又发生 4.1
级地震。记者跟何绍奇联系，问他安置点的情

况。何绍奇说，这次虽然有晃动，但大家并不

慌张。

现在，活动板房正在抓紧建设，用不了多

久，更多的受灾群众就能告别帐篷，住上条件

更好的临时住所。在那里，他们会看到脚下

的土地，将建起真正的新家。

帐篷建起，热饭送到，火炉烧旺——

临时的家这样暖起来
本报记者 喻思南 赵帅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