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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评说

东光乡村振兴东光乡村振兴““六个一六个一””活动暖民心活动暖民心
帮帮8888个脱贫村办理实事百余件个脱贫村办理实事百余件

““共享奶奶共享奶奶””
播撒爱也收获爱播撒爱也收获爱
士 锋

民生视线
MINSHENG SHIXIAN

我市社会组织我市社会组织
首次进行网上年检首次进行网上年检
306306家社会组织参检家社会组织参检

本报讯 （记者贾世峰
通讯员巩敬杰）记者从市民
政局了解到，我市社会组织
2022 年度年检工作已经完
成，这是我市社会组织首次
进行网上年检，各社会组织
通过民政部社会组织法人库
系统中的“社会组织年检
（年报）系统”完成了年检
工作。

我市参检的 306家市级
社会组织，年检结论为合
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
分别为 209 家、 5 家和 92
家。市民政局对未参检的
17家下发了警示函；对违
规情节严重的 6 家社会团
体 给 予 撤 销 登 记 行 政 处
罚；对成立多年，一直没
有组织过换届的 11家社会

组织，督导其全部完成换
届整改。

按有关要求，市民政
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 20
余家社会组织开展了“双
随机”抽查和社会服务机
构 非 营 利 性 法 人 专 项 检
查，发现问题 118个，涉及
只有记账凭证、缺少原始
凭证，记账金额与发票金
额不符等。针对各社会组
织存在的不同问题，市民
政局逐一下发整改通知，
责令其限期整改。同时，
联合市财政局规范社会组
织财务审计报告和社会团
体收费票据使用，对社会
组织会费收入、捐赠收入
票据进行规范，加强财务
监管的针对性。

以心为灯以心为灯 鞠躬一生鞠躬一生
白千千

“‘“‘双争双争’’有我有我 家风传承家风传承””
20232023年沧州市善美家风故事优秀作品展示年沧州市善美家风故事优秀作品展示

视点
新华

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吉福社区，几位
慈眉善目的老奶奶带着一群小朋友学剪纸，
给他们讲故事，和他们一起吃饺子。老人是
吉福社区的“共享奶奶”。

“共享奶奶”是社区招募的一批身体健
康又有空闲时间、乐于为社区服务的退休
老人。她们以志愿者的身份，为社区有需
要的职工家庭提供接送孩子上下学、陪孩
子写作业、在父母回家之前照顾孩子等服
务。而在“共享奶奶”需要人照顾时，孩
子的父母也会以志愿者的身份，为她们提
供日间照料。

“共享奶奶”的出现，受到当地社区居
民尤其是双职工家庭的欢迎。与此同时，

“共享奶奶”乐在其中，在发挥余热、体现
自身价值的同时，还能享受到小区内年轻居
民的陪伴和照顾，既播撒爱也收获爱。

“共享奶奶”作为互助型社会的一种积
极探索和尝试，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意
义。一来，这种志愿服务模式，解决了社区
一些职工家庭的现实困难，尤其是对于部分
双职工家庭来说，有了“共享奶奶”帮忙照
料孩子，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二来，这
是一场爱的“双向奔赴”。“共享奶奶”并不
是只有付出没有收获，社区年轻父母在老人
需要照料时，反哺老人，在人口老龄化背景
下，也为社区解决老人日间照料问题提供了
新路径。同时，“共享奶奶”也像一座沟通
的桥梁，使社区居民熟悉了起来。因为“共
享奶奶”，社区居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社
区也因此变得更加和谐。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衰老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事
情，也应该是政府、社会和每个为人子女者
都应该关心的问题。当老人渐渐老去，让他
们依然被社会所需要，让他们的需求被满
足，更让他们的晚年快乐起来，成都“共享
奶奶”的做法值得借鉴。

本报讯 （记者周洋 通讯员朱玲华
祃栋岳） 日前，东光县于桥镇大生庄村
驻村工作队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农户人家，围绕如何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向村民开
展“村社共建”项目相关政策宣传。

大生庄村是典型的农业村，全村耕
地面积3400亩。去年10月，在驻村工作
队的帮扶下，村里流转土地 1900余亩，
与省供销社签订了为期 3年的合作协议，
开展“村社共建”项目，经过一年的运

作，村集体盈利约 20 万元。预计今年
底，村集体流转土地将达到 3000 亩以
上，“小田变大田”慢慢成为现实。

今年以来，东光县68个驻村工作队派
出单位和88支驻村工作队，在88个脱贫村
常态化开展乡村振兴“六个一”活动（讲
一堂党课，搞一次专题调研，核一遍基础
数据，干一天农家活，送一次关怀温暖，
办一些民生实事），深入到帮扶村，围绕乡
村振兴、基层党建、乡村治理、美丽乡村
建设等主题，广泛宣传国家各项帮扶政

策，积极帮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东光县人民医院驻南霞口镇王青村驻
村工作队依托当地桑葚种植规模大、种植
技术强的特点，帮助该村成立了桑葚种植
合作社，鼓励农户种植桑葚，推出了桑葚
酒、桑芽菜等特色产品，为带动农民共同
致富起到了积极作用。东光县行政审批局
驻秦村镇秦一村工作队依托秦一村食用菌
特色种植的优势，帮助村里成立了东光县
润秦羊肚菌种植有限公司和东光县润秦羊

肚菌种植协会，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形成了从菌种选育、种植技术指导到销售
的一条龙服务链。

据统计，“六个一”活动开展以来，东
光县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100余件。东
光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开展此次活
动，既能发挥派出单位“后盾”作用，又
能营造出“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把问
题梳理出来，把经验做法总结提炼出来，
不搞形式主义，让活动真正见实效，真正
成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有效手段。

本报讯 （记者韩学敏
通讯员刘斯）“早晨 7点半
医生给我开了检查单，不到
8点就做完检查了，复诊完
还不耽误我上班，真是太方
便了。”市区的张先生两个
月前在市中心医院做了甲状
腺结节手术，但因工作繁忙
始终没去医院复查。当他和
医生预约复诊时，得知医院
开设了早、午间门诊，便选
择了早间复诊。

为解决群众看病“急难
愁盼”的困扰，切实满足群
众就医需求，市中心医院部
分科室开设早、午间门诊，
通过调整医疗资源，门诊各
科室以及超声、检验、影像
等相关医技检查科室实行弹
性排班，延长接诊时间，错
峰就医，满足上班、上学等
人群的就诊需求，保持就

诊的连续性，缩短等待时
间，进一步提升患者就医
体验。

开设早、午间门诊的专
业为：感染性疾病科、普外
窥镜室、全科医学科、内分
泌糖尿病科、核医学科、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骨科、
泌尿外科、碎石中心、结直
肠肛门外科、心血管内科、
口腔颌面外科、甲状腺乳腺
外科、血液内科、中医科、
口腔医学科。

据了解，早、午间门
诊的就诊时段为每周一至
周五 7 时 30 分至 8 时和 12
时 30分至 14时。就诊患者
可 通 过 “ 沧 州 市 中 心 医
院”微信公众号、手机客
户端、支付宝小程序等平
台或拨打预约电话挂号预
约就诊。

让患者就医更便捷让患者就医更便捷

市中心医院市中心医院
开设早开设早、、午间门诊午间门诊

我的爷爷是一名“赤脚医生”。年
轻时，只有高中学历的他被挑选到卫
生学校培训，后来回到村里，一直为
乡亲们问诊开药。

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总是背着一
只黑棕色的药箱。药箱子又大又重，
可爷爷总是背着它走街串户，发药诊
疗。每当流感时期，爷爷更是忙得脚
不沾地，村里 1000多名村民，谁有个
头疼脑热都要找他，家里每天拿药
的、打针的、输液的，挤满了人。村
里的小孩们怕打针，爷爷便会千方百
计哄他们，药箱里常常备着各式糖
果，因此孩子们见了爷爷，既爱又怕。

当时村里没有电话，晚上不管几
点，只要“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
爷爷就会立刻起身穿好衣服，背上药
箱跟随敲门人去给病人看病。也正是

这个原因，后来电话普及时，爷爷家
成了全村第一批安装电话的，这样就
省去了病人家属来回奔波之苦。爷爷
每次出诊，收钱也只收个成本钱，如
果碰上困难户和五保户，经常还要

“倒贴”钱。爷爷的善行义举，村民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大家都十分敬重
爷爷。

如今，爷爷已经年近八旬，眼花
看不清血管，扎不了针了，但他依然
闲不住，又免费在村里干起了推拿拔
罐，有腰疼、腿酸、肩膀痛的，来找
他按上几次，效果都不错。爷爷坚持
不收费，那些来
找爷爷推拿的乡
亲，往往会提了
牛奶、鱼，有时
候是一把自己菜

园里的青菜，给爷爷送来。
“肩上有药箱，脚下有泥巴，心中

有人民，‘赤脚医生’就是老百姓对我
最亲热的称呼。”这是爷爷常说的话。
他认为，“赤脚医生”就是要把老百姓
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真正为患者
服务。面对淳朴善良的村民，爷爷这
一坚持，便是一生。

爷爷的坚持和话语，也激励着父
亲和我，扎根基层，在各自的岗位
上，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

工作单位：渤海新区南大港产业
园区城区办事处

日前，24支广场舞蹈队伍共计500余名舞者，齐聚泊头市体育广场，进行广场舞表演。巧妙丰富的队形变化、优美动感的舞
姿，展现了舞者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徐 军 王 琳 李智力 摄

日前，我市举办“医康养教”公益活动，邀请了国内医
学康复专家、心理咨询师等人士，对孤独症、发育迟缓、多
动症等精神发育障碍类儿童和他们的家长，进行综合康复专
业知识的培训、实际操作指导。活动现场，专家还为30多
名儿童进行了义诊。 周 洋 摄

随着秋冬季节到来，近日包括流
感、肺炎支原体感染、细菌感染等多种
类型的呼吸道疾病患者有所增加。怎样
甄别不同的呼吸道疾病？“一老一小”
如何科学应对？针对公众热点关切，国
家卫生健康委日前组织医学专家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作出专业解答。

不同病原做好甄别 老年人
及早治疗是关键

“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高发季
节，近期我们临床上观察到流感患

者、肺炎支原体
感染患者数量逐
渐增加。”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感染
疾病科主任王贵
强 说 ， 从 整 体

看，流感病例数有所增加；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数趋缓，预计入冬后可能有
小幅波动；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病例
增多。

王贵强表示，不论是流感、新冠
病毒还是肺炎支原体感染，一般成年
人感染后实际症状都较轻，但老年人
和基础病患者人群抵抗力相对较差，
是发展为肺炎和重症的高风险人群。
这些感染容易破坏脆弱人群的上呼吸
道免疫屏障，继发一些细菌感染，从
而导致病情恶化。

“对重症高风险人群来说，在早
期进行准确的鉴别诊断，及时针对性
用药很关键。”王贵强建议，重点人
群若出现高热、剧烈咳嗽、咳黄痰等
肺炎或其他上呼吸道感染表现后，要
及时到医院就诊、检测病原，并正确
用药。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副主任孙丽介绍，如果各年龄
层患者出现咳嗽或其他呼吸道疾病症
状，在不太严重、没有持续高烧的情
况下，选择社区医院可以更为方便快
捷地初筛就诊。

不是所有支原体感染都会
得肺炎 家长避免擅自用药

“不是所有的支原体感染都会发
展为肺炎，因为绝大多数孩子都属于
轻症，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北京
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王荃表示，
肺炎支原体感染是秋冬季比较常见的
儿童呼吸道疾病，每 3至 7年会流行
一次，家长们需科学看待。

什么是肺炎支原体，家中孩子出
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专家介绍，肺

炎支原体既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它
的生物学特点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
是非典型病原体。假如家中孩子出现
体温40摄氏度以上、持续高热超过3
天；刺激性干咳，甚至影响正常作
息；精神状况差，频繁呕吐、腹泻，
以及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可能是感
染了肺炎支原体，需要尽早带孩子去
医院就诊。

近期，网络上出现“支原体用药
三件套”“儿童居家康复套餐”等所
谓支原体感染诊疗建议。对此，王荃
表示，不建议家长自行给孩子吃药。
因为儿童的体重较轻，且很多脏器功
能发育尚不健全，所以儿童用药需结
合其基础情况。有必要经医生评估
后，给出更安全的用药方案。另一方
面，从当前临床整体看，儿童病例中
感染流感病毒的情况更多，因此通过

病原检测后，才能对症下药。

带病上学不可取 专家建议
及时接种流感疫苗

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一科主任徐保
平表示，肺炎支原体感染最主要的影
响人群是年长儿，也就是 5岁以上的
学龄儿童及青少年。尽管目前 5岁以
下婴幼儿感染率略有增加，但总体人
数比年长儿少。

徐保平说，对于已经确诊感染肺
炎支原体的学龄儿童，还是要坚持居
家休息，不建议带病上学。这既有利
于孩子的尽早康复，也是对学校其他
孩子的保护。同时，学校方面在保证
室内温度的情况下，建议做到勤开窗
通风，并引导孩子们做好手卫生、保
持社交距离。

“目前我国流感活动处于中低水
平但呈上升趋势。”中国疾控中心病
毒病预防控制所国家流感中心主任王
大燕表示，预计我国南北省份会逐渐
进入流感高发期，并出现秋冬季的流
感流行高峰。在此期间，流感聚集性
疫情可能会增多，聚集性疫情主要发
生在学校、幼托机构、养老机构等人
群密集的场所。建议公众勤洗手、勤
通风，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
习惯。

徐保平表示，主动免疫对预防呼
吸道感染性疾病，特别是流感十分重
要。建议只要孩子没有禁忌症、符合
接种条件，都要积极接种流感疫苗。
不仅要给孩子们接种流感疫苗，孩子
的看护人和家中老人也应在没有禁忌
症的情况下积极接种。

据新华社电

如何防治秋冬季高发呼吸道疾病如何防治秋冬季高发呼吸道疾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解答热点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专家解答热点问题

全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