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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
4.5‰，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
6.2‰，孕产妇死亡率降至 15.1/10
万，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
国家前列。

一组组数据，标识出健康获得感
提升的轨迹。国家卫生健康委 28日
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卫生健康进展
成效，前瞻下一步工作重点。

县域内就诊率90% 让优质
医疗资源更“亲民”

“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一
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
镇、村里解决”，是深化医改的重要
目标。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副司长庄
宁介绍，为破解群众跨区域就医难
题，国家积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和均衡布局。前四批 76个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之后，患者外转就医平
均下降约 3成。县域内常见病、多发
病就诊率达到90%以上。

庄宁表示，2024年要继续积极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持
续完善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
制，以地市为单位深入推广三明医改
经验，让群众在改革中有更多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

双向转诊3032万人次 让
看病就医更省心

截至 2023年底，全国共建成各
种形式的医联体 1.8万余个，双向转
诊人次数达 3032.17万，较 2022年增
长9.7%。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
辉介绍，国家卫生健康委紧紧围绕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的制度框架，以医联体建
设为载体，以常见病、多发病、慢性
病分级诊疗为突破口，努力构建更加
科学的分级诊疗格局。

焦雅辉表示，下一步，国家卫生
健康委将积极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
团建设试点，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建设，带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进一步提升。同时，充分发挥信息
化的支撑作用，推动医联体内医疗机
构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智慧互联、
结果互认。

托育服务位数约480万个
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健康成
长，事关积极生育支持。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

长杨金瑞介绍，目前全国提供托育服
务的机构已近 10万个，托育服务位
数约 480万个。同时，国家卫生健康
委会同有关方面实施社区托育服务税
费优惠措施，出台托育机构设置标
准、管理规范、登记备案、医育结
合、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等，大力促
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杨金瑞表示，下一步，国家卫生健
康委将跟踪研判人口形势，继续增加托
位供给，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托育人才
培养体系，促进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中医类总诊疗量12.8亿人
次 充分发挥“治未病”优势

中医适宜技术具有“简、便、
验、廉”的特点，深受老百姓喜爱。

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副司长欧阳
波介绍，据初步测算，2023年中医类

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 12.8亿人次，
出院人数为4148.6万，中医药在服务
百姓健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欧阳波表示，以实现人人就近享
受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为目标，国家中
医药局从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优化
中医药服务供给、规范中医养生保健
服务、增强中医药服务可及性等方
面，持续推进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
系建设。今年将全面实施中医药振兴
发展重大工程，加强国家中医优势专
科建设，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
病”等方面的独特优势。

网络直报系统覆盖8.4万家
机构 提升传染病预警能力

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早发现、早报
告、早处置十分重要。

国家疾控局综合司副司长秦兴强

介绍，目前我国已建立法定传染病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覆
盖全国 8.4万家医疗卫生机构；常年
对鼠疫、脊髓灰质炎等重点传染病开
展专项监测。针对新冠等呼吸道疾
病，拓展形成哨点医院监测、病毒变
异监测等 10个监测子系统，并开展
急性呼吸道疾病多病原监测试点。

秦兴强表示，下一步将全面推进智
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建
设，以新发突发传染病为重点，进一步
完善多部门信息共享会商、医防协同、
平急转换等工作机制，加强专业人才队
伍建设，加快提升病原微生物检测、基
因 组 测 序 等 能
力，不断提升传
染病早期发现、
科学评估、及时
预警的能力。

据新华社电

每年正月，是沧县风化店乡黄官屯
村舞龙队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节，每到
这时，他们经常到周边地区为群众表演。

今年是龙年，在表演现场，舞龙队
的《金龙出海送吉祥》往往被安排在第
一个出场，钻龙、蝴蝶、摆龙、翻江倒
海……一个个精彩造型引得满堂喝彩。

更让观众称奇的是，这支舞龙队，
队员全部是农村女性。

黄官屯村有着 300多年的舞龙历史，
在周边地区很有名气。今年 77岁的村民
苗华士介绍，他的爷爷辈和父辈中有很
多人都是村舞龙队的成员，每年农闲时
节，大家都会集体排练，逢年过节就会
在周边村子表演。

上世纪 90年代，苗华士作为黄官屯
村“同乐会”的负责人，他渐渐发现了
一个现象：村里很多中青年男性去沧州
市区或者北京、天津等城市打工，即使
过年回家，也没有很多时间参与集体排
练。“舞龙是团队的艺术，需要大家集
体配合，如果平时训练不够，表演时根
本出不来效果。”苗华士说，为了不让
这项传统技艺在村里“断档”，他专门
和几位老队员提议，让村里的女村民挑
起这副担子。

然而，这个提议在当时村里引起一
些争议，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舞龙
讲究一个气力，光一个‘龙头’就重达

25公斤，年轻有劲的小伙子还成，这些
女村民舞得动吗？”

“变换一下风格，也挺好。再说，不
试试咋知道不行呢？”苗华士力排众议，
在“同乐会”里，挑选了 10多个女村民
组成了女子舞龙队。

如今女子舞龙队队长、今年61岁的村
民杨俊荣，是最早一批女队员之一。她回
忆，自己当年正在村秧歌队，得知成为舞
龙队队员很高兴。“在农村，女子不能只围
着锅台转。”她说，对于女村民而言，装备
沉重是最大的挑战，龙头最沉，她们就通
过材质改良等方式，将重量减下来，为了

“双保险”，还增添了一个“龙头替补”，轮
流上阵，保证动作连贯。

除了村里男队员教授，女队员们还
让朋友淘到一批VCD，没事时，一帮姐
妹就聚在一起，研究队形转换等技术细
节。此外，一批爱心村民还买来了道具
器械和服装，大家非常支持村里这项传
统技艺。

2000年，黄官屯村举行元宵节节庆
活动，女子舞龙队第一次亮相，惊艳了
村民。很多人表示，相比于男子舞龙
队，女子队伍更为轻盈灵动。从那时
起，黄官屯村女子舞龙队渐渐在周边地
区演出了名声。每年正月，都会接到很
多的表演邀约。此外，店铺开业、娶亲
等场合，她们也经常受邀表演。

舞龙队由10多人组成，老中青三代都
有，最大的64岁，最小的33岁，保证了年
龄结构合理。

如今的舞龙队，38岁的“龙头”袁
亚军、33岁的“龙珠手”高居雅等一批

“80后”“90后”逐渐挑起了大梁，今年
39岁的村民黄蕊回忆，10多年前嫁到村
里后，有一次，王英林等几位女子舞龙
队老队员找到她，希望她加入到队伍中

来。以前的“龙尾”队员曹俊英手把手
教黄蕊动作细节，终于把她培养成“龙
尾”接班人。

舞龙队里有一句“队训”——没有
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杨俊荣
说，女子舞龙队展示了黄官屯村女性的
巾帼风采，在这个倡导全民健身的时
代，要做好传帮带，创新动作形式，让
这项传统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我是沧县风化店乡达子店村村民。
初识《沧州日报》，要追溯到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那时我正上初中，一次偶
然的机会，在一家商店看到 《沧州日
报》，权威详尽的政策解读，精彩有趣
的故事，立刻吸引了我。我一遍一遍地
读，爱不释手。从那以后，我就想方设
法找 《沧州日报》，有时甚至到工厂、
学校等单位“蹭”报纸读。

从读报到慢慢模仿新闻报道写稿
子，我的“野心”越来越大。因为开始
不得要领，一次次寄出的稿子都石沉大
海。后来，我带着稿子找到沧州日报编
辑部，经过记者、编辑的耐心指导，我

的写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看着自己创
作的文章变成铅字，我的心里别提多高
兴了。

为了更方便读报、学习，从 1996年
起，我开始订阅《沧州日报》，至今从未
间断。多年坚持创作，到目前已经发表
文字、图片作品千余篇。

读报不仅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也
帮助我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一些问题。

作为一名农民，农业新闻报道是我
关注的重点。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从
《沧州日报》上看到河间国欣棉花研究会
种植地膜棉的情况。用地膜覆盖棉籽，
有利于提高土壤温度，保持土壤水分，

防止一些病虫害侵袭，促进植物生长。
我顿时受到启发，如果用地膜覆盖小麦
生长，是不是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我
马上联系到采写这篇文章的记者。通过
记者介绍，我又到国欣棉花种植基地详
细了解了地膜棉的种植过程。

学以致用。经过改良，我将地膜覆
盖技术用到小麦种植上，当年小麦生产
就获得了成功，产量比原来增长了近一
倍。

有了这次成功经验，我的思路更加
开阔。之后，我又联系
《沧州日报》记者，想邀请
农业专家到村里开展技术

讲座。在记者的帮助下，多名专家来到
田间地头，指导农业生产，小麦产量不
断攀升。

多年读报、学报、用报，我收获满
满，研发了试验示范小麦错季播种技术
等 13项农业新技术，有的技术还在全国
得到推广应用，带动众多农民获益。

这些年，我始终保持剪报的习惯。
遇到重要的信息，就剪下来收集成册，
便于日后使用时查找。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这些年，我会定期组织村里人开展
阅读《沧州日报》交流会。大家学习党
的好政策，交流读报心得。我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带动更多人致富。

康宁／整理

《沧州日报》，我的良师益友

连日来，东
光县公安局精心
制作“三农”服
务普法宣传单，
重点宣传有关种
子、农资买卖、
土地承包等法律
法规，从专业的
角度提供有效的
法律服务。

朱林林 摄

本报讯 （记 者 孙 杰）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示
了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推荐
人选名单。此次公示的名
单共计 958人，河北省入选
41人，其中我市的祁明松
和孔令春上榜。二人的代
表性项目分别为沧州武术
（燕青拳）、青萍剑 （贾氏
青萍剑）。

祁明松自幼习武，是
国家一级武术裁判，2008
年参加第三届国际武术节
代表国家队获得燕青拳金
牌、双钩金牌。他积极响
应 国 家 “ 武 术 进 校 园 ”
号召，在学校利用社团活
动和课余时间教授学生燕
青拳。孔令春是我市国家
级 非 遗 项 目 “ 贾 氏 青 萍

剑”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传习青萍剑已有 37 个年
头。多年来，他和一众师
兄弟致力于贾氏青萍剑的
研究和传播，长年义务收
徒，至今已建立 5 个贾氏
青萍剑传承练习点，习练
人数达数百人。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是非
遗的重要承载者和传承者，
是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核心载
体。近年来，我市积极支持
鼓励和扶持传承人开展传习
活动，巩固抢救保护成果，
提高保护传承水平，推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深
入、健康、持续发展，实现
了非遗资源由“静态”保护
转型“活态”传承。截至目
前，我市已有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15人。

我市新增两名我市新增两名
国家级非遗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传承人
总数已达总数已达1515人人

本报讯（记者孙杰 通讯员任振宇）日前，渤
海新区黄骅经济开发区与当地齐师傅餐饮服务部联
合开展“信用+餐馆”活动，让守信群体享受更多
诚信红利。

据了解，此次试点面向渤海新区黄骅市范围内受
过表彰的全国、省、市级“道德模范”“劳动模范”

“三八红旗手”“优秀志愿者”“文明家庭”“黄骅好
人”，渤海新区黄骅市信用办公示的“红榜”以及沧州
市个人诚信积分评价等级A级以上的市民。凡符合条
件的优惠对象可享受9折优惠，并获得相应赠品。

据了解，为保障“信易+”应用场景建设稳步
开展，渤海新区黄骅市加强与信誉度好的企业、商
户对接合作，引导其入驻“信易+”应用场景平
台，推出更多优惠活动及服务，营造更加优质的诚
信营商环境，让信用理念生根开花。

渤海新区黄骅市渤海新区黄骅市
““信用信用++餐馆餐馆””场景再上新场景再上新

本 报 讯 （记 者 李 佳
芳） 日前，南皮县冯家口
镇洪辛村的困境老人们收
到了一套“爱心包”。“爱
心包”里有一个暖风机和
一个电热敷盐袋。“这会
儿天气还是很冷，暖风机
和盐袋子太实用了。”老
人们高兴地说。

连日来，南皮县慈善总
会、南皮县爱心协会联合阿
里巴巴公益、爱德基金会、
石家庄暖阳社工等组织，与
南皮县民政局共同开展“爱

心包”发放活动，温暖困
境老人和孤儿。志愿者们
将全县 7 个乡镇的 20 个村
庄作为核心发放点，为村
里的困境老人送上“爱心
包”。此外，志愿者们了解
到，全县共有 80名左右孤
儿，分布在几十个村。他
们经过数日奔波，走访看望
了这 80户孤儿家庭，为他
们也送去“爱心包”，带去
温暖与关怀。

截至目前，南皮县已经
发放1000余件“爱心包”。

把温暖和关怀送到身边把温暖和关怀送到身边

南皮为困境老人和儿童南皮为困境老人和儿童
发放发放““爱心包爱心包””

今年元宵节期间今年元宵节期间，，沧县黄官屯村女子舞龙队在当地表演舞龙沧县黄官屯村女子舞龙队在当地表演舞龙。。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周洋摄周洋摄））

日前，肃宁县“春风行动”大型人力资源交流招聘会在
肃宁县文化艺术中心广场举行，集中帮扶农民工等劳动者就
业。此次招聘会将持续至3月底。活动期间，肃宁县各部门
将多渠道收集储备岗位信息，为用人单位和求职人员搭建交
流平台。 刘巨雷 鲁 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