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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走进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南

关街道西市场社区百姓健身房，一派热火朝

天的运动景象。“运动健身场所就开在楼下，

我们的积极性也高了。”居民陈金霞每天都过

来骑单车。

去年 9 月，潍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盘活社区

一处 500 平方米的闲置办公场所，将其打造为

室内百姓健身房，配备电动跑步机、立式健身

车等器材设施，面向西市场社区的 3500 余户

居民免费开放。

一段时间内，不少潍坊市民通过人民网

领导留言板反映“公共运动场所稀缺、健身距

离较远”等问题。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潍坊市深入推动全民健身建设，通过新建健

身场地、开放公共场所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满

足市民运动健身需求，全市全民健身公共服

务水平得到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全市人均

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61 平方米，体育场地数

量同比增长 13.7%，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得到有效满足。

盘活土地资源
建设运动场地

周六一大早，顶着明媚的阳光，马国文牵

着孙子走进家门口的体育口袋公园。园内熙

熙攘攘，铺设一新的沥青路面干净整洁，滑梯

上、攀岩区、沙坑里到处都荡漾着孩子们的欢

声笑语。

“出门 300 米就是孩子们的健身场所，别

提多方便了！”马国文家住潍坊市寒亭区富庭

大第小区，自从惠贤北路与富亭街东北交叉

口的体育口袋公园投入使用，每个周末他都

会带孙子来这里。

惠贤北路与富亭街东北交叉口处原本是

一块 5500 平方米的闲置土地。前些年，寒亭

区政府投入资金，平整土地，建设运动设施，

将其打造成一处专为学龄前儿童运动娱乐的

口袋公园。

近年来，潍坊市体育局深入实施口袋公

园健身提升工程，盘活小区周边、街边绿地、

城市主干道的边角地与闲置土地资源，配建

体育健身设施，打造便民惠民、功能多样的体

育口袋公园，满足群众就近健身的需求。

截至目前，寒亭区在城区居民身边建设

体育口袋公园 100 余处，占地 30 万余平方米，

潍 坊 市 中 心 城 区 已 建 成 体 育 口 袋 公 园 667
处。到 2026 年底，全市预计将建成体育口袋

公园达千处。

“马叔，孩子有了运动场所，那您平时喜

欢体育运动吗？”

“往前走一个路口，就是寒亭区体育公

园，俺平时都在那里跑步、打球！”马国文说，

“走，带你去看看。”从体育口袋公园出发，跟

随马国文，穿行一个路口，不到 10 分钟便来到

寒亭区体育公园。

寒亭区体育公园占地 8.6 万平方米，是寒

亭区首个全开放式大型综合性全民健身体育

公园。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湿地，寒

亭区投入资金 2800 万元，将其建设成一个功

能分区明显的体育公园，免费向公众开放。

近年来，寒亭区相继建设占地 40 亩的寒亭体

育广场、130 亩的寒亭体育公园、50 亩的杨家

埠体育公园、77 亩的寒亭人民公园等多处综

合性体育公园。

“体育口袋公园为附近小区居民提供运

动休闲场所，解决他们基本的体育运动需求；

综合性体育公园则聚焦市民多样化、多层次

的运动健身需求。”潍坊市体育局副局长钱洪

涛介绍，潍坊市通过体育口袋公园与综合性

体育公园配套建设，打造 10 分钟健身圈，让老

百姓出门就有运动健身场地，实打实办好民

生实事。

开放公共设施
实行精细管理

嘀的一声，刷脸录入，电子屏幕显示身份

信息，闸门随即自动打开。高超走进潍坊高

新区金樱学校操场。简单拉伸后，他开始 10
公里的跑步健身。

高超家住潍坊市高新区大观天下小区，

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运动场所：去

马路上跑步，不够安全，小区空间狭小，又不

方便。“只能花钱办卡去健身房跑步，每天路

上的时间就超过半小时。”

去年 9 月，家对面的九年一贯制学校金樱

学校正式投入使用。伴随着开学，金樱学校

的操场也对周边小区居民同步免费开放，操

场包含一圈 300 米的跑道，一个八人制足球场

以及一个排球场。开放的第一个周末，高超

就来录入人脸信息，填写登记表，“学校用心

管理，我们在这里运动也放心。”

学校操场对外开放，怎样平衡好教学场

地与体育公共场所的关系？金樱学校制定明

确细则，实行精细化管理。

“第一次来运动健身的市民，都要录入人

脸，填写信息登记表，对违反规定的市民，取

消入校资格。”金樱学校副校长韩东芳介绍。

开放之初，学校拟定对外开放时间表，规定每

个周末的上午 6 点至 8 点和下午 5 点半至 7 点

半为公众开放时间。此外，学校每年拿出 1 万

多元购买强制责任险，为前来运动的市民提

供必要保障，一旦出现受伤等情况可以申请

赔付。

近年来，潍坊市持续推动中小学校体育

设施向社会开放工作，要求具备开放条件的

中心城区公办学校体育设施进行开放，每年

秋天更新开放名单并向社会公布。截至目

前，全市共开放具备条件的学校 150 所。

公办中小学体育设施开放的同时，潍坊

市还不断推进高校、体育馆等公共体育场馆

免费或者低收费开放。

一早，走进潍坊学院体育馆，砰砰的清脆

击球声响彻场馆上空。“我每周来三四次，已

经养成了习惯。”一名市民正跟朋友在球场上

运动。

“这里设施完善，配备饮用水，还有淋浴

间，预约也方便。”这名市民拿出手机，为记

者打开在线预约平台，“实名认证，预约方便

着嘞。”

潍坊学院体育馆拥有 21 片羽毛球场地、2
片篮球场地，过去，一直用于学校学生体育教

学用途，场地多有闲置，利用率不足六成。近

年来，潍坊市体育局依托潍坊学院体育馆建

设潍坊市市民活动中心，每年拿出专项补贴

120 万元，推动校内体育馆通过低收费的形式

向公众开放。

截至目前，潍坊市全市共有 13 处公共体

育场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全部实行免费或

者低收费，极大缓解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

求与体育场馆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

新建居住小区
配套健身场所

“新建小区，怎么能没有运动健身的地方

呢？”去年，夏文信搬入潍坊市奎文区紫宸公

馆，小区缺乏配套的体育设施，老夏一直不太

满意。

2022 年夏天，奎文区教育和体育局组织

开展居民小区健身工程建设需求复查工作，

面向全区 8 个街道 45 个社区征求健身设施建

设需求。

“需要配套的运动健身设施。”老夏在问

卷上认真写下诉求。

复查过程中，奎文区教育和体育局发现

有不少新建小区都存在缺乏配套体育设施的

情况。应居民对体育设施的建设需求，奎文

区教育和体育局协调资金 100 万元，最后为紫

宸公馆小区、立方小区等新建小区兜底配套

建设高低单杠、上肢牵引器、仰卧起坐板等一

系列体育健身设施。小区居民的基本健身运

动需求得到满足。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部分新建居住区

建成后，配套内容缺少健身元素，致使居民体

育生活的体验感、获得感缺失。”潍坊市体育

局群众体育科负责人刘忠录说。

如何从根源解决这个问题？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潍坊市体育局给出了答案：出台

“硬杠杠”，建立长效规则。

2023 年，潍坊市体育局联合潍坊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潍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印

发《潍坊市新建居住公共体育配套设施建设

管理办法》，要求新建居住区建设中须按室

内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 0.1 平方米或室外人

均 用 地 不 低 于 0.3 平 方 米 建 设 体 育 健 身 场

地，并与开发项目同步供地、同步规划、同步

建设、同步验收。

办法实施以来，潍坊市域各主城区先后

有十几个新建小区在其指导下通过验收，确

保小区居民入住后便可及时使用配套公共体

育设施。

“该办法制定实施后，新建居住区建设完

成后，属地体育部门参与工程建设项目竣工联

合验收，使配套公共体育设施成为潍坊市新建

居住区的标配。”潍坊市体育局局长沃付贤表

示，下一步，潍坊市体育局将持续细化新建居

住区公共体育配套设施标准，有效推动城市社

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山东省潍坊市补齐设施短板，满足居民运动健身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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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运动场地、开放公共
设施、配套健身场所……第二
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
潍坊市针对市民在人民网领
导留言板反映的“公共运动场
所稀缺、健身距离较远”等问
题，采取一系列措施，盘活资
源，补齐短板，满足市民运动
健身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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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孩子在一起的常向阳。 本报记者 原韬雄摄

“心羽家园”在陕西省西安市安

定门内的一幢老居民楼里。从这里

的走廊上望去，马路那头便是西安

市儿童医院，是重病患儿家庭与病

魔交战的战场。而这头，是“家”。

上午是“心羽家园”最安静的时

刻，家长们大都会带着患儿去医院

治疗和检查。“我不走！”一声哭腔，

打 碎 安 静 。 上 午 9 点 ，4 岁 的 玄 子

（化名）还一直赖在被窝里，他知道

下了床，就要跟“常妈妈”告别了。

父 母 已 经 无 法 止 住 玄 子 的 哭

闹。躲在一旁的“常妈妈”上前，“不

走不走！”她用胳膊挽住小家伙，跟

他脸贴着脸。玄子停了哭声，眉头

拧成把“小锁”。

“家 ”里 ，孩 子 们 口 中 的“常 妈

妈”叫作常向阳。她创办的“心羽家

园”为来自全国各地经济困难的患

儿家庭提供免费食宿。这个不打烊

的“ 家 ”已 经 在 6 年 多 的 时 间 里 为

2100 多 个 困 难 患 儿 家 庭 提 供 过 帮

助。他们说着这样一句话，“有事找

常姐，她是咱的娘家人。”

200 平方米的屋里，床铺整齐摆

放，开放式厨房收拾得整洁干净。

早餐的饭桌上，有汉中家长炒的土

豆丝，有延安家长拌的粉丝胡萝卜，

一碟咸菜是四川的热心网友寄来

的。常向阳带着家长和孩子们，把

这里打造成了一个温馨的“港湾”。

常向阳的身边人说，“她是一个

过斑马线，都会护着老人孩子的热

心肠。”52 岁的常向阳，做公益已经

30 多年。

2017 年的夏天，常向阳在西安

市儿童医院见到了一位睡在过道的

大娘，攀谈得知，老人的孙子在病房里治疗，只能留一位家

属陪同，为了省钱只能睡在这。常向阳心里酸酸的，转身刚

要走，老人呢喃，“西安的蒸馍贵得很，6 毛钱一个。”

常向阳的心像被抽了一鞭子，她站了片刻，又回过身问

老人，“要是有一个免费吃免费住的地方，你愿意来吗？”大

娘直摇手，“你咋说这胡话呢……”一个念想在常向阳的心

里扎了根：要为困难患儿家庭建一个分文不收的家。

她的父亲听说后，一晚上没有理她，第二天一大早，常

向阳就要出门找房。父亲这才开口，“给人希望容易，但你

要是干不下去，会更伤人家的心。你要是决定干，我跟你妈

只留下吃饭吃药的钱，剩下的全给你把这个‘家’办下去。”

不到一个月，常向阳的“心羽家园”开张了。大到热水

器、冰箱等电器，小到一卷卫生纸、一张床单，都要常向阳操

心。有一回，“家”里的电饭锅、灯和水箱同时“罢工”，黑暗

里，水用不成，米煮不成，常向阳急得哭起来。但面对一群家

长和孩子，她立马又镇定了，“怕啥嘛，有姐在，靠得住！”

在“心羽家园”里居住的大部分是血液肿瘤、脑瘫等患

儿家庭，为了一个孩子的治疗奔波，往往要带上一家人，而

这些困难家庭常常要与病魔经历长时间的斗争。西安市儿

童医院医生刘安生说，“治疗交给我们，生活交给常老师。

她带给了许多困难患儿家庭希望与力量。”

玄子的父母已经为了孩子的病在外奔波了两年多的时

间。“前年在这里住了近一年，常姐对孩子实在是太好了，她

给了我们一个家，更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和勇气。”玄子

的父亲说。

这里是爱的港湾。这些年来，“心羽家园”收到了来自

西安市委市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帮助。在各方支持下，患儿

家庭不仅可以在这里获得物质上的帮助，“心羽家园”还开

设了“医患交流会”“家长板凳会”等传播知识和心理辅导的

活动，让患儿家庭拾起希望和信心。

患儿家长接受爱，也传递爱。常向阳将患儿家长吸收

进心羽志愿服务队，家长们在工作和照顾孩子之余，还参加

各项公益活动。玄子的父亲说，“常姐把爱给了我们，我们

也要穿上红马甲，把爱留给更多人。”

翻开常向阳的手机相册，留下了许许多多孩子的笑脸。

“这里是一个充满欢笑的地方。我希望能给这些困难患儿家

庭一束光，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西安的温暖。”常向阳说。她荣

登“中国好人榜”，被陕西省推荐为第九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

人。已是入党积极分子的常向阳在 2024 年的最大心愿，就

是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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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 月 9 日电 （记者孙

秀艳）记者从 9 日在京召开的全国医

疗保障工作会议上获悉：近年来，国

家医保局推动医保目录持续优化，今

年元旦开始实施的新版目录内药品

新增 126 种，总数达 3088 种。2023 年

协议期内谈判药惠及群众购药超 2.1
亿人次，叠加降价和医保报销，为患

者减负超 2000 亿元。

2023 年，国家医保局着力惠民实

效，推动医保工作取得新进展。提升

参保质量，筑牢托底保障。在治理重

复参保超 1600 万人的同时，农村低收

入 人 口 和 脱 贫 人 口 参 保 率 稳 定 在

99.9%以上，三重制度保障惠及群众门

诊 、住 院 就 医 超 1.5 亿 人 次 、减 负 超

1700 亿元。完善门诊保障待遇。职

工医保基本建立普通门诊统筹，覆盖

超 40 万家医药机构，年内报销人次超

25 亿、报销金额超 2000 亿元。持续推

进药耗集采。年内开展两批 80 种药

品国家集采，平均降价 57%。开展人

工晶体和运动医学类耗材集采，平均

降价 70%。开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

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单颗种植牙

整体费用从平均 1.5 万元降至六七千

元，累计种植 150万颗。

在 提 高 异 地 就 医 便 捷 性 方 面 ，

跨省异地就医联网医药机构达到 55
万 家 、惠 及 群 众 就 医 1.3 亿 人 次 、减

少群众垫付 1536.7 亿元。在医保基

金监管方面，2023 年检查核查 75 万

家医药机构，处理 36.3 万家，追回医

保 基 金 171.5 亿 元 。 在 拓 展 医 保 信

息 化 应 用 方 面 ，医 保 码 累 计 激 活 超

10.8 亿 人 、覆 盖 超 80 万 家 定 点 医 药

机 构 ，全 国 超 七 成 医 保 政 务 服 务 实

现全程网办，居民参保登记等 8 项高

频事项实现“跨省通办”。在强化药

品 价 格 治 理 能 力 方 面 ，统 一 规 范 挂

网药品价格数据，开展常态化监管，

有序纠正 116 种药品耗材价格异常

问题。国家医保局推动全面建立医

疗 服 务 价 格 动 态 调 整 机 制 ，2023 年

28 个省份开展调价工作，加快审核

新 增 医 疗 服 务 价 格 项 目 ，全 年 新 增

1900 余项。

会议明确，今年将开展新批次国

家组织药品耗材集采，做好集采中选

品种协议期满接续，实现国家和省级

集采药品数合计至少达到 500 个。

叠加降价和医保报销，2023年协议期内谈判药为患者减负超2000亿元

今年国家和省级集采药品数至少达 500个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港口乡的党员干部走村入户，为困难群众送去棉衣、棉被、取暖器等御寒保暖物资。图为

港口乡党员干部将物资送至群众手中。 周 亮摄（人民视觉）

本报常德 1月 9日电 （记者孙超）近年来，湖南省常德

市汉寿县着力推进“长江十年禁渔”行动。2019 年，汉寿县

投入 1.44 亿元，对全县 1266 户 1541 名在洞庭湖捕鱼渔民进

行渔具拆解补偿、生活安置补助、养老保险补贴，当年底就

实现了全面退捕、渔民上岸。

如何做好退捕渔民上岸后生活改善、经济发展的后半

篇文章，让上岸渔民“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汉寿县以问

题为导向，开展帮扶工作。为了不让一户渔民在发展路上

落下，当地对每户渔民建立了上岸渔民档案，采取干部联户

制帮扶，并因户施策制定实施帮扶计划。对个别因照顾家

庭、身体欠佳、年龄偏大的退捕渔民，开发乡村环境保洁、森

林防护、河渠水库管护等 300 个公益性岗位，对零就业家庭

或就业困难渔民实行就业安置托底。

湖南汉寿县帮扶上岸渔民就业增收

去年 8 月 15 日，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黄泥

塘镇独立供电区的配电网顺利建成，11877 户

群众从此用上“南网电”，彻底告别“用电难、用

电贵、频繁停电”的历史。

“ 聚 焦 群 众 反 映 强 烈 的 用 电 热 点 难 点 问

题，公司党委深入调查研究，真正把惠民生、暖

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南方电

网贵州电网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陈晔表示。

发电机、稳压器、电压显示器……在毕节

市大方县黄泥塘镇黄泥村，为了能够正常用

电，养殖户罗应情曾绞尽脑汁。

“随着养殖慢慢上规模，单凭人力很难忙

得 过 来 ，买 了 一 台 饲 料 混 合 机 ，结 果 麻 烦 不

断。”由于电压不稳，机器难以随时启用，罗应

情只能调整工作时间，“要么下午一两点钟，要

么半夜 12 点以后，挑休息时间打饲料。”

去年 4 月上旬，南方电网公司党组收到一

封群众来信，反映黄泥塘镇独立供电区存在群

众用电难、用电贵、频繁停电等问题。去年 4 月

19 日，贵州电网公司党委与大方县委召开专题

工作会，以政企联动方式，加快电网建设改造，

保障可靠用电。

“我们成立临时党支部，组建党员突击队，

平均每天有 200 多人奋战在施工一线。”毕节供

电局黄泥塘镇独立供电区工程项目经理陈志

恒介绍，仅耗时 3 个月，独立供电区群众全部用

上“幸福电”。

“目前全省共有 14 个独立供电区。贵州电

网公司以点带面、一区一策，全力推动解决全

省独立供电区群众用电问题，提升群众获得电

力的‘幸福感’。”贵州电网公司战略规划部副

总经理肖广钰说。

去年 9 月 7 日，2023 国际高桥极限运动邀请赛（北盘江大桥站）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落下帷幕。作为后勤保障人员，都格镇龙

井村松林组村民马选军负责准备工作餐。每次开车送到比赛地点

时，饭菜还冒着热气。

“以前出门非常困难，去镇里要从山脚爬到山顶，再从山顶下去，

单程就得四五个小时。到了晚上只能点煤油灯，后来通了电，也只够

照明用。”马选军回忆，随着杭瑞高速北盘江大桥建成通车，农村公

路、电网建设逐渐完善，加上怡人的气候和大桥独特的景观，旅游业

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我也办起农家乐，游客越来越多，一

时间用电剧增，发展还是缺后劲。”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六盘水供电局通过实地调研，将龙井村松林

组供电半径过长、电压不足等问题纳入“办实事、解民忧”重点民生项

目清单，总投资 69 万元，升级改造配电网，安装 220 千伏安变压器一

台，架设低压线路 7 公里，整改下户线 2.2 公里，彻底解决用电问题。

“饭厅和客房共有 10 台空调，还有音响、饮水机等都要用电，一

旦电不够用就没办法接待游客。”改造后的电网，电力更加稳定充足，

马选军还扩建 30 多平方米的厨房，增加了电磁炉、冰柜、抽油烟机等

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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