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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7日0-24时，河北
省新增 33例本地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确诊病例，其中石家庄市报告
31例（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
诊病例），邢台市报告2例（1例为
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
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1月 7日 0-24时，河北省新增
39例本地无症状感染者，其中石
家庄市报告 35例，邢台市报告 4
例。

截至 1月 7日 24时，河北省现
有本地确诊病例 123 例 （重型 5
例、普通型 118例）、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 2例（普通型）。累计治愈
出院病例 367 例 （含境外输入 34
例），累计死亡病例 6例，累计报
告本地确诊病例462例、境外输入
病例 36例。尚在医学观察本地无
症状感染者181例、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5例。

据河北省卫健委消息

在 鲍 官 屯
镇小集村扶贫
幸福院，有一对
夫妻名叫艾宝
辰、张玉凤，夫
妻二人均患有
脑血栓。虽育
有一儿一女，但
女儿远嫁，儿子
打工，无法照料
老人。有了幸
福院，艾宝辰和
张玉凤互相搀
扶着来这里享
受 日 间 照 料 。
可没多久，艾宝
辰的情况恶化，
不能行动，生活
也不能自理，张
玉凤就在家照
顾艾宝辰，一到
饭点就到幸福
院来打饭。

不幸的是，
最近张玉凤也
不 能 下 床 了 。
张玉凤的妹妹
负责照顾两位
老人，有时事多
来不及到幸福

院打饭，小集村幸福院管理员
吕永发就派人把饭给这夫妻
二人送到家。幸福院还备有
常用药，吕永发也顺便给二人
带一些。

“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就
是为这些贫困群众生活兜底，
他们瘫痪来不了，我们就给他
们送过去。”吕永发说。

目前，南皮 7 家幸福院
已经入住了 100 余名困难群
众。

据《人民日报》报道，近
日，有商家打着“惠民补贴”
旗号到农村搞促销，有的甚至
是趁机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这
些“惠民产品”，大多是老百
姓闻所未闻的品牌，销售人员
声称产品原价高、补贴大，诱
导了不少消费者“入坑”。

惠民补贴的口号，不是说
喊就能喊的。在消费者意识
里，惠民补贴活动的背后，通
常有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作保
障，因此对参与活动的产品比
较信任。然而，这些商家的

“补贴”行为并没有在监管部门
备案，所谓的“惠民”，不过是
利用消费者对产品的不了解，
将一些不易销售或假冒伪劣商
品低价出售。在销售人员“大
力度补贴”的忽悠下，一些消
费者误以为“今天不买，立马
亏损1000元”，而果断入手后
的产品，往往并非物有所值。

类似的情况不只存在于线
下销售，很多带货直播间也打
着惠民口号搞促销，一些网红

主播为了烘托“价格低”，和
供货商表演“砍价大战”，声
称“价格必须降下来，必须要
让所有老百姓都买得起这么优
质的产品”。二人一唱一和的
戏码，本质上不过是从虚高的
定价还原到商家最初的心理定
价，却总有消费者愿意为之买
单，成全了商家和主播的拙劣
表演。网络支付方式越来越便
捷，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越来
越 感 性 ， 连 明 显 不 靠 谱 的

“1.2万元教你挽回男友”培训
课都能大卖，一些消费者不妨
反思一下自己的消费行为，尽
量避免缴纳“智商税”。

要避免商家“虚假补贴”
的把戏得逞，一方面，消费者
在购买有关产品前，应通过官
方渠道查询产品信息及售价，
判定促销商品是否值得购买。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不妨加大
对此类促销行为的打击力度，
尤其对农村市场的“流动促
销”加强治理，保护广大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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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
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如何防止脱贫群众返贫、提
高贫困群众生活质量，成为
下一步扶贫工作的重大课
题。南皮县探索在车官屯、
中上桥、黄家洼、双庙、肖
九拨、西康、小集7个村建
设运营扶贫幸福院，对建档
立卡户、边缘易致贫户、残
疾人、独居老人等农村特殊
贫困群体中有一定自理能力
的人员，进行日间集中照
料，搭建起农村困难群体日
间集中照护体系和网络，用
温暖的院落兜住贫困群众的
幸福生活。记者日前走进南
皮扶贫幸福院，一探这里人
们的生活情况。

2021 年 元 旦 前
夕，寒潮来袭。南皮
县冯家口镇车官屯村
医郝振芳正式搬到车
官 屯 扶 贫 幸 福 院 上
班。幸福院里的 16名
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包含了老、病、残三
种情况。郝振芳的工
作地点搬家，正是为
了方便日常照顾这些
贫困群众，让他们小
病不出院。

“最近天气冷，你
老伴儿千万注意别感
冒！”郝振芳为大家测
量血压后，特别嘱咐幸
福院工作人员张淑同。

张淑同的妻子姚
淑先今年 52岁，2014
年遭遇意外，脑部受
伤，导致右侧偏瘫，
不能说话，生活起居
只能由张淑同照料。
原本可以打工维持生
活的夫妻二人，一下
子失去了经济来源。
按照幸福院入院条件
和规定程序，姚淑先
被确定为入院人员，

白天可以到幸福院来，有人照顾生
活，中午有热乎可口的饭菜。张淑
同又申请了幸福院的公益岗位，照
顾妻子之余，为幸福院打扫卫生，
自己还能有些收入。

“来到幸福院，是真的幸福啊！
吃得饱、住得暖，生病了也有人管。
生活有保障，心里很踏实。”张淑同
说。

包括车官屯幸福院在内的7家幸
福院，由南皮县政府出资建设、南
皮县人民医院负责运营管理，医疗
资源下沉到以幸福院为中心的村
庄。幸福院安装了远程问诊设备，
村医被纳入县医院管辖体系，县医
院的医生还会定期巡诊，并安排移
动体检车为困难群众体检，建立健
康档案。日常用药对贫困群众免
费，实现了小病不出院、大病不出
县，大大提升了贫困群众的生活质
量。

幸福院建好后交给谁管理？南
皮县长徐志连介绍，南皮县委、县
政府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拥有雄
厚医疗资源和管理经验的南皮县人
民医院，既作为县里的一个事业
单位，又作为第三方，成为幸福
院运营管理的首选。“扶贫攻坚战
最后的服务对象，是老、病、残
人口，兜底就是要兜住他们未来
的生活保障。提高生活质量，医
疗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县医院作
为 县 里 的 事 业 单 位 ， 管 理 有 经
验，运营有资源，一定会首先考
虑社会效益，踏踏实实把幸福院
运营好。从实际来看，的确也达
到了这样的效果。”南皮县人民医
院院长刘玲表示：“县医院作为服务
全县的医疗机构，作为县里脱贫攻
坚和卫生健康事业的组成部分，我
们一定全力以赴把运营幸福院作为
政治任务认真完成好。”

古香古色的双
庙村张之洞文旅小
镇，是南皮县新近打
造的网红地。入口
处，双庙村扶贫幸福
院显得格外醒目。
一个小院里住着附
近 5 个村的 11 位贫
困老人。老人们或
自己走着，或被家人
送来幸福院，聚在一
起聊天、看电视、下
棋，老有所乐。自己
动手打扫打扫房间，
做康复训练，到扶贫
车间做些力所能及
的手工活挣些收入，
实现老有所为。记
者见到，幸福院内，
统一设置休息室、康
复室、浴室、卫生间
等，冬季在家人的陪
护下，老人们也能洗
上热水澡，室内外都
安装了扶手，方便老
人行走。

依托南皮五金机
电产业，幸福院选择
难度适中的零散手工
活，放在扶贫车间，

对一些老人的身体康复有帮助，也
让老人打发时间，赚些零花钱。刘
八里乡李家安村的李孝千患有哮
喘，不能从事过重劳动，但扶贫车
间的小灵活对他来说正合适。“组
装个螺丝，或者安装些小物件，干
些力所能及的事，挺充实的。”李
孝千说。

南 皮 县 副 县 长 禹 水 介 绍
说，南皮的幸福院建设因地制
宜、形式多样，有的利用废旧
学校改建，有的利用闲置土地
新建，有的和村部共建。双庙
村的幸福院是原有农舍民房扩
建的。把文旅小镇这么好的位
置拿出来建设幸福院，就是要
大力宣传党的脱贫攻坚事业，
让 更 多 的 人 了 解 社 会 困 难 群
体，在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注
关爱困难群体的良好氛围。

随着双庙幸福院扩建工程的
完工，将有更多的贫困群众入院
享受服务。双庙村扶贫幸福院由
文旅小镇项目负责人刘涛负责前
期改建扩建工作，出租给政府使
用。刘涛本就是双庙村人，得知
要在文旅小镇建幸福院时，他立
即把已经完成拆迁手续的一座民
宅根据设计要求改建成了幸福
院，后续又根据要求进行了扩
建。“幸福院里的一些老人，我
从小就知道，现在长大有能力了
非常愿意为他们做点事情。”刘
涛说，扩建的幸福院还建有党员
活动室，这里将成为一个综合性
的农村服务窗口。

禹水介绍说，目前，南皮县积
极探索以幸福院为中心的综合服务
功能，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党建活
动、德育教育基地、村民文化广场
等功能向幸福院靠拢，为更多农村
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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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随着 2021 年幸
福院建设工作的启
动，幸福院将在南皮
全县实现全覆盖。但
幸福院的定位，就是
日间照料，只能照顾
自理和半自理的贫困
群体。而对于艾宝辰
和张玉凤这样不能自
理、需要专业护理的
贫困群体，徐志连也
有了下一步的打算。

“我们打算整合
扶贫、民政、卫健等
部门资源，本着自愿
的原则，将失能的农
村特殊贫困群体送到
养护院，统一由专业
护理人员看护。给钱
给物不如给个好照
护。南皮县将逐步探
索，力争尽快对农村
贫困群体形成扶贫养
老院兜底托养、扶贫
幸福院日间照料、邻
里照料居家安养三重
保障机制，彻底打通
脱贫攻坚‘最后一公
里’。”徐志连介绍
说，今后还将积极探
索农村养老服务，让

兜底政策以外的群众也能安享晚
年。

徐志连介绍，现在多数年轻人
外出打工，老年人留在农村养老，
还有一些外出打拼的人们，希望晚
年回到自己的故土养老，以解乡
愁。所以，农村养老服务发展空间
巨大。“今后，我们将借助为兜底
群众养老服务的经验和模式，探索
符合广大群众需求的养老服务，让
政策外的群众也能晚年无忧。”

●

车官屯幸福院老人在餐厅吃午餐车官屯幸福院老人在餐厅吃午餐

双庙村扶贫幸福院双庙村扶贫幸福院

在黄骅市骅西街道青年南大
街社区，有这样一家旗袍工作
室，自去年 8 月成立以来，为居
民缝补衣服、制作旗袍免收手工
费，让社区“迟暮美人”也都能
穿出“花样年华”。它就是“添衣
无缝”工作室。

走进“添衣无缝”工作室，
不足 10 平方米的空间内，缝纫
机、包缝机、裁剪衣服用的案板
上，整齐摆放着各种线、剪刀等
量体裁衣的工具。墙上用衣架悬
挂着一排不同颜色、花纹、款式
的旗袍，散发着古典优雅的气
息。旗袍上别着的小卡片上，记
录着旗袍主人的名字、电话以及
住址。

工作室里，青年南大街社区
居委会主任、“添衣无缝”工作室
创办人贾荣娥正拿着一卷软皮
尺，仔细地为居民测量三围，沟
通旗袍样式。“旗袍讲究线条美，
与身体的贴合度高，所以尺寸要
毫厘不差。”谈及创办工作室的初
衷，贾荣娥说，想通过这样一个
工作室，为居民做点接地气的事。

贾荣娥年轻时就喜爱旗袍，
尤其随着近几年旗袍逐渐普及开
来，贾荣娥几乎一年四季都穿旗
袍。但市面上出售的旗袍难以满
足她的要求，她就尝试自己动手
制作。“当时就是仿照着旗袍画样
子，用剪刀照着样子裁好，再手
工一点点缝制起来……”贾荣娥
喜欢将旗袍搭配手工盘扣，盘扣
技艺是和父辈学习的。首先，在
丝绸上要刷 4 遍浆糊将其硬化，
裁剪打条、缉缝、放入铜丝，经
高温熨烫复合双面衬等多道工序
盘条成型，再将这些制作好的盘
条盘制成各种花型。

第一件旗袍做出来以后，她

自己十分满意。从那以后，她也
变得“一发不可收”，更加钟爱于
传统手工里的那抹东方韵味。

“你看这件旗袍的样式如何？
这个样式和颜色跟你的身材、气
质比较搭，穿上以后应该会很好
看。”每次社区居民来咨询定制旗
袍时，贾荣娥都会非常耐心地帮
她们找到合适的、喜欢的旗袍样
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添衣无
缝”工作室被更多人知晓，很多
人慕名而来，让她帮忙做旗袍。

“我第一次看见贾主任穿旗袍时，
就觉得太好看了，于是我也让她
给我做了一件。没想到穿出去以
后，好多人都咨询旗袍在哪里买
的。”社区居民石传芬说，从工作
室成立以来，自己已经做了十来
件旗袍了，款式各不相同，都是
贾秀娥精心为自己设计的。

社区里像石传芬这样，到工
作室免费做旗袍的居民还有很
多，一件件精美的旗袍穿在居民
身上，不仅扮靓了她们的形象，
更温暖了社区居民的心。

“添衣无缝”工作室有五、六
位固定的志愿工作者，自工作室
成立以来，她们就和贾荣娥一起
在工作室里，从最初为社区居民
缝补衣服、制作被罩，到后来为
居民制作旗袍……每天都会有居
民或带着衣服，或带着布料前来

“光顾”，她们都会耐心及时地进
行“接待”。

去年夏天，“添衣无缝”工作
室举行了一次旗袍义卖活动。很
快，制作好的旗袍就售罄了。贾
荣娥和工作室的成员一起将义卖
获得的近千元钱买来布料，给社
区的孤寡老人制作衣服，将旗袍
义卖爱心传递出去。

爱心旗袍爱心旗袍穿出穿出““花样年华花样年华””
———黄骅—黄骅““添衣无缝添衣无缝””免费帮群众做旗袍免费帮群众做旗袍
本报记者 张梓欣 本报通讯员 高 箐 李冠达

贫困群众在扶贫车间做手工活贫困群众在扶贫车间做手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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