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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阳开展“一村一月一义诊”行动，千
余个建制村实现每月义诊全覆盖；河北承德组
织医护人员，为搬迁社区的群众免费查体；甘
肃兰州兰大口腔医院成立党员服务队，深入社
区学校为师生义务进行口腔疾患检查……全
国多地持续开展“义诊下乡”“义诊进社区”等
基层义诊活动，形式愈发多样、服务更加贴心。

基层义诊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健全卫
生服务体系的重要手段。由于位置偏远、经
济条件、时间成本等限
制，有的乡村和社区的
群众难以及时就医，时
常开展的基层义诊就成
为解决方式之一。服务
接地气，行动暖人心，
基层义诊逐渐得到更多认可，也寄托着群众
的更多希冀。

从长效机制看，应加强基层义诊与卫生健
康事业全流程的衔接。相较于医院诊疗，基层
义诊流程简洁、氛围轻松，但不能是“一锤子买
卖”。相关部门应主动作为，将基层义诊和医疗
资源运用的其他环节结合起来，接入信息共享
平台、交互数据库，将义诊时发现的问题及时
传送到之后的诊治环节。尤其是针对慢性病和
潜在疾病风险，更应主动做好转诊、跟踪、对接
工作，从而提升治疗效率，节约时间和经济成

本，也避免医疗资源重复浪费。同时，义诊大多
在特定地域展开，医护人员更容易发现一些
具有地域特征的致病风险，结合临床经验，形
成有针对性的建议。相关部门应重视义诊数
据的分析研判，纳入本地区卫生健康政策的
制定过程。

从服务质量看，应提高基层义诊与卫健科
普的结合度。当前，群众的健康需求呈现多样
化、差异化的特点，这促使义诊不再只是求医问

药，更成为知识科普的平台。要发挥好基层义诊
参与范围广、资源下沉力度大、专业技能可靠等
优势，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疾病预防、
合理用药、健康生活、体育健身、卫生环境建设
等方面的宣教。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
提高，卫健科普也应门类更加精细、指导更加详
细。因此，义诊宣教前应做好调研工作，尤其是
掌握当地老年人、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等重点人
群的健康需求，分地域、分阶段地做好讲解，让
大卫生、大健康观念深入人心。

从保障机制看，应制定科学有效的制

度，鼓励医护参与基层义诊，壮大诊疗力
量。有些义诊的村庄、社区较为偏远，群众数
量多、条件艰苦，加之单次出诊时间长，广大医
护人员付出了很多辛劳。主管部门应当关心爱
护医护人员，因地制宜出台措施，给予适当鼓
励和支持，让医护人员在义诊中有获得感、幸
福感。在此基础上，应宣传富有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精神的人民好医生形象，增强群众认可
度。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加强乡村

两级医疗卫生、医疗保
障服务能力建设”，需要
用好义诊平台，让乡村
医生、社区医生有更多
机会同高层次医院医生
交流，提升专业水平，激

活各方面更大动力，推动基层义诊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基层义诊是对中国现有医疗体系的有益
补充，应将基层义诊纳入预防、治疗、康复、健
康促进的健康服务全链条中考虑，坚持公益
性、便民性，提高覆盖面和有效性，让基层义诊
的阳光照亮更多地方、温暖更多人心。

让基层义诊温暖更多人
宋朝军

▲ 白桦
林中雪地上
的动物脚印。

▶ 扫码
观看视频。

从湿地到森林

发源于大兴安岭的根河，自东北向西南
注入额尔古纳河，经过这里时，留下一颗明
珠——额尔古纳湿地。时值冬季，万籁俱
寂。如果说还能听到什么声音，那必然是汽
车引擎声。声音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还
给此处一片安静。

静谧中有湿地守护者巡护留下的印记，
由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副局长栾刚
领导的一支工作小队，正沿根河两岸分南北
两线，对湿地进行巡查。“每天如此，每次要
七八个小时。”栾刚说，“这个季节需要重点
关注私自凿冰眼捕鱼和下套捕猎。”

以前，湿地周边有数十户牧民，冬天捕
鱼偷猎、夏天放牧盖房，对生态破坏极大。
栾刚告诉我，10年前，这里被原国家林业局
批准为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对于上述破坏湿
地行为进行巡查防范，科普教育也不断增
加。逐渐地，破坏事件少了，湿地恢复越来
越好。2017年湿地公园通过验收，正式挂牌

“内蒙古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公园”。
湿地生态好，如何见得？茫茫雪面上，大

大小小的“脚印”就是证明。在对湿地的探访
中，虽然没能见到动物的身影，但看到它们的
脚印自由穿梭于游客栈道和湿地之间，我有一
种“解谜”的乐趣——“这是野兔子”“脚印大点
儿的没准儿是狐狸”“这个拉成一长条，实在认
不出”……目前，湿地公园共有6种国家一级、
27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在湿地公园管理局高级工程师冯金山看
来，兰科植物茂盛也是湿地生态优质的典型指
标。无人畜干扰破坏、临近河畔潮湿的阴坡阔
叶林地、腐殖质土被冲刷至缓坡或密集蒿草阻
挡地带、土质肥沃透气透水松软……虽然兰科
植物对环境要求苛刻，冯金山还是在湿地公园
一处调查地块发现了5000余株紫点杓兰。

“我们本以为很快就能统计完，甚至把计
数器归零了，结果往前一走又是一大片，一
下子查到晚上 7 点多。我当时就想，紫点杓
兰这么多，它真的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吗？”冯金山笑着说。目前湿地公园里已
统计的兰科植物共 8 种 1.35 万株，最密集的
地块每平方米有34株。眼下，兰科植物陷入

“沉睡”，冯金山坚信，有湿地守护者一整个
冬天的巡护，来年，这些兰科植物会一如既
往地绽放。

从湿地公园一路向东北方向前行，草原和
湿地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层层密密的白桦
林，将山坡映得发白。这不禁让人想起《额尔古
纳河右岸》的描述：“白桦林是森林中穿着最为
亮堂的树。它们披着丝绒一样的白袍子”。故事
中，“我们”居住的森林起了大火，“我”的弟媳
妮浩身为萨满，为森林跳神求雨，最终大雨倾
盆而下，林火才得以熄灭。现实中，保护森林免
受火灾侵扰的并非萨满，而是护林员。

每年 3 月 15 日至 6 月 15 日、9 月 15 日至
11月15日是林区春、秋防火期，上护林国有
林场党委书记、场长李彬和他的同事们吃、
住都在单位，随时待命。“防火重任在身，像

‘五一’‘十一’之类的节日，咱们30来人都
要坚守在这里。”

“现在不是防火期，是不是就可以休假
了？”我心想。

“冬天也有重要任务”，李彬说，“树木生
长需要阳光，按我们的话说，有些长得慢的
树会被‘气死’。这种枯树败枝最易长虫，所
以看到就要砍下来堆成两米见方的树堆，待
到自然腐烂化为天然肥料，既预防病虫害还
能形成内生循环。另外，我们还专门喷洒针
对阔叶林和针叶林的烟雾或药剂，冬春季预
防病虫害，夏季就能少长虫。”

就这样，李彬每天日出而巡、日落而
归，暑往寒来，如此重复了30多年，可他不
觉辛苦，“看漫山遍野的林子长得好，我心里
舒坦呀”。数据显示，额尔古纳市管理的林业
面积共40多万公顷，连续22年未发生重大火
灾，每位护林员都付出了大量心血。

由南到北，这一片浓重的绿在“雄鸡”颈部
晕染开，让额尔古纳“呼伦贝尔的缩影”的名号

更加响亮。它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是护林、
护草、护湿地工作者悉心呵护的成果。

冬忙的牧民

室韦村养牛户姜利军大叔最近忙得很，
“这几头二代西门塔尔牛揣着小崽儿呢”。姜
大叔告诉我，“你看那肚子坠的，再过一个多
月就生了。”

牛圈旁不远处的“产房”里，阳光照射
进来，“只要母牛一棒奶 （淌乳汁），就带进
来准备生产。”姜大叔指指入口处的摄像头，

“入了夜还要时不时从监控里看它下没下小崽
儿。”生产后的母牛体力不佳，要喂它喝红糖
水、小米粥恢复体力；首次生育的牛经验不
足，还要助产。在最冷的季节，姜大叔照护

牛群却是热火朝天。
牛靠七八月打的夏草过冬，虽然省了出

圈上山的时间，可是在家中牛圈里，备草、
水、盐和拾粪等日常工作仍要照常进行。“养
牛可不像坐办公室，每个时间段有固定工
作。这点活儿听起来不多，但一遍遍重复也
能忙活一天。”说话的工夫，姜大叔又拿起电
钻安装起了新牛圈。

除了冬季辛勤劳作的传统牧民，额尔古纳
如今也涌现了一批不分季节、日夜忙碌的新牧
民：直播间里，主播正在激情澎湃地介绍产品；
评论区里，粉丝们亲切地称呼主播为“老赵”。
老赵名叫赵红松，来自额尔古纳的上库力街道。

上库力的路面上鲜见行人往来，拐进
“撒欢牧场”，赵红松正忙个不停。照护怀孕
母羊、照顾小马、制作上库力烤饼，同时将

这些工作拍摄短视频上传社交媒体平台、做
直播……赵红松有自己的考量：通过新媒体
推广产品、吸引游客到本地旅游；提供网购
渠道，并以品质说话，达到老客户复购和扩
展新客户的目的——两者最终的导向是“将
一生一次的旅游发展为‘一生一世’的购
买”，把额尔古纳农副产品的名声打出去，让
更多人记住额尔古纳的名字。

耕耘得到了收获。“十多年前来过的朋
友，有的还在网购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广州
旅游公司连续 5 年与我们达成冬季旅游合
作。”赵红松说。眼下，他又开始为旅游团到
来作准备了。

农牧业，一直与额尔古纳的老百姓相伴
相生：新中国成立时，内蒙古其他地方及山
东等地的移民迁入额尔古纳，春夏种植春小
麦、四季牧牛放羊，成为开发建设边疆的主
力军。如今，科技手段运用于农牧业，还蹚
出农旅融合的新路子，原先屯垦戍边的活计
成了致富经，额尔古纳更富足，边城人民脸
上的笑意更深了。

“远方的客人来了”

从上护林大桥开始，331国道穿过漫坡遍
野的混合林带，向西北延伸。经过 30 多公里，
路过一片色彩斑斓的建筑群，国道又倏尔拐弯
往北而去，留下一条904县道通过居住地外的
门楼，继续朝西北纵深。门楼上写着的“恩和俄
罗斯族民族乡”，揭示了这里的身份。

亚楠是恩和本地的俄罗斯族姑娘。亚楠
带着甜甜的笑容，带我四处闲逛。在一根根
圆木逐层垒摞而成的“木刻楞”旁，汉族居
民杨秋兰正在烧火做饭。“姐，忙着呐！”亚
楠半个身子探进院子。热锅蒸腾起的热气水
雾间，杨大姐回过身，“亚楠来啦！”脚边，
一只小土狗见到生人“汪汪汪”地叫，杨大
姐又对我说：“进来坐！别怕，它不咬人！”

恩和是个友好的地方，它的友好源于汉
族、俄罗斯族、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鄂温克
族等 10 个民族长期在这里聚居，大家尊重彼
此的民族传统，一道庆祝各自的节日。依托这
种多民族聚居形成的特色，恩和发展起了旅游
业。亚楠给我算了笔账，这里平均每家每年靠
旅游能挣 10 万元，“除去基本生活开销，到年
末每家还能存五六万块钱。”游客人数众多最
直观的体现，就是骑电动车提不起速来。

70 公里外的蒙兀室韦苏木，同样的故事
也在上演：游客可以在街边小店买到美味的列
巴，站在真正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远眺额尔古
纳河和对面俄罗斯的小村庄，可以品尝蒙古族
的烤羊肉、跟店家老板学上几句蒙语，如果想
试试东北炖菜，也能寻到一家地道的餐馆。每
当夜幕降临，七彩灯光亮起，丝毫不觉边境城
市的清冷，反而能体会到“诗与远方”的美好。

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恩和
村、蒙兀室韦苏木临江村、奇乾乡奇乾村、
莫尔道嘎镇太平村等11个传统村落，深入挖
掘各地建筑风格、地理环境特点、民俗文化
等，保护传统村落，推动旅游业发展。截至
今年 10月，额尔古纳共接待国内游客 404.34
万人次，旅游收入近95亿元。

离开前，亚楠邀请我到家里小坐。一进
屋，眼镜便蒙上厚厚的雾气；没等眼镜变
透，亚楠的姥姥便塞给我一大把奶酪糖，亚
楠的妈妈让我尝尝热气腾腾的炖羊肉。亚楠
舅舅的朋友，一位高鼻梁、灰眼睛的俄罗斯
族大叔则情绪高涨：“远方的客人来了，喝杯
酒再走啊！”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感动：冷清的
冬日里，边城人民的热情胜似夏天。

冬访额冬访额尔古纳尔古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晶王晶玥玥文文//图图

我想把额尔古纳叫作
“睡美人”，因为在冬天，
这里的一切仿佛冬眠一样。

前往内蒙古自治区额尔
古纳市政府所在地拉布大林
的路上，草原被皑皑白雪所
覆盖，白中泛黄、黄间夹白，
好似泼洒下一大锅蒙古奶
茶。当地人说，额尔古纳最
美的季节在夏天——绿原
莽莽，林海郁郁，游客众多。
现在，则是休养生息的季节。

在 额 尔 古 纳 市 的 几
天，我却发现天越是冷，
人们越是热情。额尔古纳
的 样 貌 在 我 心 里 愈 发 清
晰，一些生动有趣的细节
慢慢浮现……

民生新事

湖南安乡

下 沉 一 线 增 民 生 福 祉

社会 谈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杂

▲ 俄罗斯族传统建筑“木刻楞”。

▼ 亚楠 （右一） 和姥姥、妈妈、外甥女合影。

近年来，天津市武清开
发区制定创建示范园区企业
信用评分规则，搭建“企业信
用风险监控平台”，建设“一个
平台、一个数据库、N 个信用
档案”体系，为企业建立一套
动态信用档案，形成了园区
特有的监管数据库，以信用
构建起一个良好的营商服务

环境。目前，“企业信用风险监
控平台”已完整收录园区内所
有企业，录入信用档案100%，
完成企业信用评价354家，占
园区企业 80%，A 级以上企业
为73%。

图为武清开发区创建诚
信示范园区专题会。

武新才摄

夜幕降临，霓虹闪烁，湖南省安乡县
“酱卤不夜城”人声鼎沸。“以前摆摊生
意靠运气，现在‘酱卤不夜城’建起来
了，我们有了固定去处。”不夜城内卖
卤菜的摊主张大妈高兴得合不拢嘴。

今年以来，安乡县以主题教育为契机，
深入开展“走找想促”调查研究活动。安乡
建设起“酱卤不夜城”和“酱卤一条街”，引
进240多个商家入驻。中秋、国庆“双节”期
间，全县旅游综合收入约1.5亿元。

安乡县委书记王先波介绍，安乡县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下沉一线摸实
情、办实事、求实效。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安乡县组织5000余名机关干部下沉1.27
万余户脱贫户中开展结对帮扶，开展下访
接访150余次，解决民生突出问题511件。

安乡县汤家岗村村民汤月兵今年在
家种了 160 亩水稻，因村内沟渠被杂
草、泥土覆盖，引水灌溉较难。在安乡
县上户接访活动中，汤月兵直接反映了
所担心的问题。很快，安乡县便部署开
展沟渠清淤工作，清洗沟渠约 30 公里，
可解决 8000 多户农户的灌溉问题。“水
稻得到了及时灌溉，每亩比去年至少增
产200公斤。”汤月兵高兴地说。

（刘厚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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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养老需
求显著增长。近年来，山东省菏泽市全
域推进养老服务，该市成武县因地制
宜，打造“晚霞红光”县域养老服务品
牌，被评为山东首批县域养老服务体系
创新示范县。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
养老……目前，成武县有养老服务机构
19处，养老床位发展到4164张。

成武县苟村集镇中心敬老院，窗明
几净，三楼活动区内，跳舞、下棋的老人
三五成行。在此居住的杨守显老人说：

“我之前骨折，躺了4个多月才下床，护理
员每天三顿把饭送到床头。在这里住得
好、吃得好、玩得好，很舒心。”

据悉，成武县目前搭建四级养老网

络。县一级，成立成武县智慧养老服务中
心、养老康复中心、失能失智老年人康复
中心；镇一级，打造苟村集镇中心敬老院
等 5 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一级，整合
闲置场所等资源，建成 82 处新型农村幸
福院和11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户一级，
通过适老化改造、购买第三方服务等为
老人提供家庭服务，打通“最后一米”。

“我们主要采取养老机构内设医疗
护理院、委托医疗机构运营养老机构、鼓
励医疗机构开展养老服务和医疗机构签
订医养协议等四种形式，让老人不出院
子就能享受到优质康养、医养、照护等服
务。”成武县委书记黄福常表示。

（祝兆亭）

山东成武

“晚霞红光”创“享老”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