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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安康兴安医院已停业整顿

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网传“无病女学生被推上手术台”陕西安康公布调查结果

新华社西安10月 7日电（记者薛天）
10月6日，有网民网络发帖称“10月4日有
学生家长许女士反映，她的孩子路某甲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安
康兴安医院‘被无病推上了手术台’，并‘被
逼借钱支付手术费用’”，引起网民关注。

10月6日，安康市汉滨区成立安康兴安

医院有关问题调查处置工作组，下设四个工
作小组进驻安康兴安医院，依法依规开展调
查处置工作。

10月7日，汉滨区安康兴安医院有关问
题调查处置工作组公布调查处置结果。经
查，2021年10月4日中午，路某甲（17岁）在
其同学陪同下到安康兴安医院就诊，医生操

某某接诊、检查，诊断为宫颈赘生物，路某甲
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后，操某某对其实
施了手术。不存在手术中签字、虚假手术(在
其他医院检查的部位与安康兴安医院手术
部位不是同一部位)问题。

但在诊疗过程中，安康兴安医院在没有
监护人陪同、签字的情况下对未成年人进行

检查和手术，存在管理不规范、告知不到位、
医风医德不端正等问题。目前，已对安康兴
安医院停业整顿，停止主治医生操某某执业
活动，约谈并责令医院院长辞职，责令医院
严肃处理业务副院长、科室主任和医生操某
某。患者及家属已与医院就纠纷自行沟通
协商一致。

新华社西宁10月7日电（记者央秀达珍）肉汤、馒头、青椒
土豆炒牛肉、素炒大白菜、面片……这是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
甘德县岗龙乡中心寄宿制小学的一日食谱。“学校食堂科学制定
供餐食谱，做到搭配合理、营养均衡、食材新鲜。”岗龙乡中心寄
宿制小学校长却达说。

近日，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和青海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编
写的《青海省农牧区中小学生膳食营养指导手册》正式出版，旨
在进一步科学指导青海农牧区开展中小学生营养健康教育和学
校营养配餐工作，普及膳食营养科学知识，培养农牧区中小学生
形成科学的营养观念和饮食习惯。

青海属于高原多民族聚居地区，各地饮食文化差异较大，农
牧区儿童青少年的膳食营养知识较为匮乏，膳食结构较为单
一。中小学阶段是学生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膳食均衡是健康
成长的重要保障。

青海省2019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状况监测发现，青海
省三个重点监测地区学生的消瘦率、生长迟滞率、超重和肥胖检
出率分别为12.7%、3.0%、5.7%和2.4%，青海农牧区中小学生中
营养不良与营养过剩问题并存。

近年来，青海不断加强农牧区中小学生膳食营养指导，研究
探索高原地区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的内涵与关系，将中小学生
营养健康教育、学校食品卫生安全纳入校园各类宣传宣讲，主动
指导中小学生健康膳食和预防常见营养不良，并就学校营养配
餐的原则、内容和方法等明确操作规范。

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相关负责同志表示，需呼吁全社
会高度重视农牧区学生营养健康，加强农牧区中小学生营养健
康宣传教育，让农牧区中小学生从小养成健康的饮食行为，为他
们一生健康打下良好基础。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 7日电（记者赵戈 周晔） 10月 7
日 17时 42分，飞往郑州的南航CZ570R航班从新疆伊宁机
场起飞，这是7日起飞的第二架载有因疫情滞留伊犁哈萨克
自治州的疆外旅客的飞机，预计当天还有两架次航班准备离
伊。

记者从伊犁州党委宣传部获悉，伊犁州疫情防控工作指挥
部积极研究制定因疫情滞留伊犁州的疆外旅客安置返回方案，
实施外省旅客点对点转运工作，同时积极协调民航、公路等部
门，预计7日有600名旅客乘机离伊。

伊犁州将继续协调加开更多的航班，协调铁路部门逐步开
通车次，陆续安排滞留的疆外游客有序离伊。只要是48小时内
两次核酸检测正常、14天之内无霍尔果斯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62团旅居史的疆外滞留旅客，可乘坐飞机或自驾车辆离伊。
同时，伊犁州积极协调宾馆、酒店及民宿对滞留旅客提供优质的
服务，切实解决滞留人员生活问题。

疫情发生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第一时间派出专家指导
组赴伊犁指导疫情处置工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兵团
第四师和霍尔果斯市迅速响应、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开展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坚决把疫情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新华社太原10月7日电（记者王飞航）记者从山西省气象
局获悉，7日10时，山西省气象局解除持续了近90个小时的暴
雨四级应急响应，接下来气象部门仍将持续加强气象监测，密
切跟踪灾害性天气的发生、发展。

10月2日20时至7日8时，山西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全省
过程降水量在15.4毫米至285.2毫米之间，其中最大降水出现
在临汾市大宁县；全省117个县（市、区）中有18个县（市、区）
降水超过200毫米，有51个县（市、区）降水在100毫米至200
毫米之间。山西省气象局于10月3日启动暴雨四级应急响
应。

山西省气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此次降雨时间持续较
长，部分地区与前期降雨集中区位置重合，易引发山洪、地质灾
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全省各级气象部门主
动加强与自然资源、水利、农业、交通、旅游等部门联动，严密做
好监测预报预警和气象服务工作。

青海加强农牧区中小
学生膳食营养指导

因疫情滞留新疆伊犁的
部分旅客7日起有序离开

山西解除持续近90小时
的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存在管理不规范、医风医德不端正等问题

（上接1版）
更值得一提的是，哈尔墩社区的20名

社区干部中，就包括了汉族、维吾尔族、蒙古
族等6个民族。

据蒙古族社区干部山毕丽克·阿尔米亚
介绍，20名社区干部中女性占到90%，社区
还设有妇女之家，近年来，大家积极发挥自
身优势，通过积极调解、入户调查、开设讲座
等多种方式关爱社区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

采访中，碰到自己不清楚的问题，山毕
丽克又喊来了同事、汉族姑娘胡青璐。

“工作以来，我们从没有因民族不同而
产生矛盾，大家的饮食习惯、文化风俗都是
相互交流学习，每天都有新收获。”谈起自己
的工作体验，胡青璐笑着看向山毕丽克。

在山毕丽克的提醒下，胡青璐还向记者
讲述了一段自己与结亲户、维吾尔族老人吾
麻尔江·孜农的相助故事。

2017年，胡青璐来到哈尔墩社区工作，
很快便与当地居民吾麻尔江结下了深厚的
情谊。由于老人的儿子工作繁忙，女儿又在
乌鲁木齐定居，平日里，胡青璐时常关心、帮
助吾麻尔江夫妇俩。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老人的
妻子不巧留在了乌鲁木齐，60多岁的吾麻尔
江独自在家、还养着6只羊，这一情况让胡
青璐十分担忧。

“当时我正好负责后勤，就自己开车给
他送饭，每次看到老人出来取走了饭，我才
放心，知道他人还好着呢。”胡青璐告诉记
者，知道老人没有手机，每逢周末她还会前
去把自己的手机塞进屋里，让老人和妻子女
儿视频，让老人的家人放心。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胡青璐从不间断地
给老人送去一日三餐，确保老人安全。“那之
后，老人总是亲切地称呼我是他的汉族丫
头。”胡青璐不好意思地说。

2014年、2019年，哈尔墩社区先后两次
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

“通过深入开展形式丰富多彩的文体活
动、文艺活动，加深了我们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我们在哈尔墩社区生活的各族群
众，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
亲，守望相助。”巴哈尔古力说。

“优先发展教育”让乡村文化
建设有实体依托

北依乌孙山的巴喀勒克村，是新疆伊犁
州特克斯县齐勒乌泽克镇下辖的行政村。
全村475户2007人，居住着哈萨克族、柯尔
克孜族、维吾尔族、汉族4个民族的百姓，其
中哈萨克族为主体民族，占99.5%。

据巴喀勒克村工作队队长姬长友介绍，

为顺利实现脱贫摘帽、全面改善村居环境，
在中央政策性资金、地方各级党委投入、社
会各界的支持下，巴喀勒克村先后投入
7534.7万元，实现了水、电、路、网全部进村
入户，并建成500套崭新的安居房。

同时，依托草场优势资源，巴喀勒克村
以新疆褐牛养殖为主打产业，让全村群众彻
底摆脱贫困，人均收入从原来的不足5000
元，提升到现在的1.3万元。

2017年，巴喀勒克村实现整村脱贫，牧
民从过去的逐水、草而居全部实现定居，过
去的泥巴路变成平整的柏油路，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这里也变成了
新疆草原旅游新的网红打卡地。

“以前，光说党的政策好，说不清好在哪
里，前两天我家亲戚来，看到村里的变化时
对我说，两年没有来，没想到现在你们日子
过得都比城里好了。”见到记者，哈萨克族村
民帕提玛·苏力坦激动地说着自己家中的变
化，语速快如“连珠炮”。

“我家现在的经济来源是养殖和本地
务工，养殖每年收入达到1.5万元，我在村
幼儿园当厨师，丈夫在村委会当保安，一家
人年收入能达到4.6万多元。”除此之外，她
还告诉记者，“国家不仅帮我们把房子盖好
了，还发放基本医疗等各项补助共计15.9
万元。”

更令村民们满意的是，村里建起了设
施完善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心、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还建成一所高标准幼儿园和一所
小学。

“这里山远路偏，以前没有幼儿园，很多
孩子长到七八岁还不会讲国家通用语言，听
懂也不会说。”姬长友介绍，村里自脱贫攻坚
以来，就坚定了“优先发展教育”的工作思
路，在村里建成高标准幼儿园，孩子们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学前教育，“乡村文
化建设有了实体依托，这对孩子们的养成教
育、对牧区走好现代化之路意义非凡。”姬长
友说。

根据党中央制定的乡村振兴战略，姬
长友表示，下一步还将继续坚持以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引领群众，通过先
进思想、先进文化持续提升全村老百姓艰
苦奋斗、共建家园的信心和决心。同时，用
先进的思想和文化，进一步促进各民族的
相互交流交往交融，把各民族紧紧团结在
中华民族大家庭里，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
大精神力量。

在帕提玛心中，村庄的新变化、老百姓
的好生活都来源于党的好政策。在村党支
部的带动下，帕提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
坚信：“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老百姓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

“民族团结一家亲”是最深情的“告白”

（上接1版）
2018年，军门社区启动二期改造工程，经

过多方案比选论证，高起点、高标准推进整治工
作，“拆、改、建”多管齐下，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家住在军门社区的谢榕表示，自己楼下有了小
院子，居民居住条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社
区里的街巷楼宇整洁干净，智能垃圾分类箱有
序排放，居民刷脸进出小区，智慧社区处处是新
气象。

恳谈议事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
道更畅通一些

“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叮嘱我们一定要把社
区居民的愿望了解透、关切回应好。”谢榕说，老
旧社区居民的诉求多元化，基层社区的治理和
服务长期面临着不小压力，“我们也在摸索让群
众表达诉求更畅通的渠道。”

“13335”军门社区工作法规定，搭建社区
诉求平台，需要常态化开展“入民户、访民情、交
朋友、解难题”活动，“零距离”倾听居民群众呼
声；设立社区书记、主任信箱，建立“居民恳谈
日”制度，畅通“网格信息收集—工作人员现场
解决—相关部门群策群力”的诉求化解渠道。

2015年，军门社区在鼓楼区率先推出“居
民恳谈日”，将每月10日定为恳谈日，而且可以
视情况额外加开民情恳谈会。每到“居民恳谈
日”，会议室里热热闹闹坐满了居民，按着熟悉
的流程，居民代表们踊跃提问，社区工作人员一
边逐一回复上期“居民恳谈日”提出的问题，一
边再记下新的诉求。恳谈会上，社区还会请来
辖区内的政协委员，请他们一起倾听社情民意，
帮助社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采访中，一位多次参加了“居民恳谈日”活
动的居民告诉记者，安福新村安装安防设施、社
区生活污水处理、停车难等在恳谈会上提出的
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让居民们感到满意。

“群众表达诉求之后能落实好、见成效，是
军门社区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的突出特点。”福
州市妇联主席陈红说，军门社区在福州市妇联
指导下，成立了妇女议事会，从以往的“为民作
主”真正走向“民主自治”。如军门社区内有众
多无物业管理的老式住宅楼，楼院安全防控系
统老化。如何打造平安小区，成为大家共同关
心的话题。在了解民情、收集民意、听取民声
后，社区第一时间组织女楼长、妇女小组长、妇
女代表、女党员等召开议事会，共同讨论景观
工程后新村楼院安装新型门禁系统问题，并得
到圆满解决。通过妇女议事，社区民主氛围日
趋浓烈，推动形成了“民主向前”的社区管理创
新格局。

贴心服务让群众感觉更平安、
更幸福一些

“2014年，在军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习
近平总书记同老人们握手交谈，询问他们身体
怎么样、饭菜可不可口、每天交多少钱，并祝他
们健康长寿。”谢榕说，针对社区老龄化趋势越
来越明显的特点，军门社区将原来的居家养老
服务站改造提升成为2000平方米的军门社区
养老服务照料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不仅扩大

了服务面积，还实现了24小时为社区老人服
务。

新故相推，历史的时针指向新的刻度。
“13335”军门社区工作法规定，强化设施保障，
按照“办公场所最小化、服务场所最大化”的原
则，优化社区场所配置，建设“一老一少一普”
（老年人服务站、少儿成长服务站、文化普及服
务站），开辟社区居家养老照料中心、“四点钟”
学校、“阳光朵朵”托管中心等服务站点。

如今，中心不仅配备了专兼职助老员，为
60岁以上空巢、独居、孤寡老人提供机构照料、
社区照护、居家护理等综合服务，还为60周岁
以上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险，每天还要安排医
生免费接诊。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活动的地方，上面有按
摩器，每个星期都讲一次评话，大家都很爱听，
没疫情的时候还会带我们到外面去走走看看。”
军门社区居民黄晓美高兴地说，中午11点左
右，老人们都能定时吃上热腾腾的午餐。“我们
这里每个月还有一次生日派对，会煮太平面，桌
子上还会摆好多水果、饼干、生日蛋糕等。”

中心负责人陈少霞介绍：“拗九节、敬老节
等节假日，我们还会给每一位长辈都献上一碗
热腾腾的拗九粥。”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心为每
位老人提供了按摩床和按摩椅，还有整洁的卫
生间和洗衣机以及360度无死角的视频监控。

“每天换个花样，我们爱吃什么就做什么，
经常征求大家的意见，一碗一碗菜都按照个人

的喜好，她们煮的菜都很符合我们老人的胃
口。有定时，按时间吃。”同样很满意这里的餐
食的危惠桢老人表示，中心里还有丰富的娱乐
生活，让他们精神放松，这才是他们感到最满意
的。

服务居家老人，社区大有可为，服务社区儿
童，社区同样大有可为，已生二胎的谢榕对此感
同身受。继在全省首创“四点钟学校”后，军门
社区又创办了“阳光朵朵”，结合午托、晚托吃饭
需求，提升打造成荣获“全国优秀儿童之家”称
号的少儿托管服务中心，设围棋、书法、珠心算
等兴趣班，让孩子们放学后有去处，切实解决了
双职工家庭接送孩子的难题，这让不少准备响
应国家三孩政策的妈妈们少了后顾之忧。

“七溜八溜，不离福州。”这句福州人耳熟
能详的口头禅，从谢榕嘴里说出来就是“七溜
八溜，不离军门。”“远亲不如近邻，我们社区邻
里关系和谐如家人，我和军门社区居民想法一
样，一辈子都不想离开这里。”谢榕此言绝非自
夸。在这个市中心的弹丸之地，探索出了符合
新时代要求的社区治理模式，军门社区荣获过
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全国妇联系统先进集体、
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
文明单位、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等178
项荣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群众在这里
共享和谐温馨的亲邻空间，演绎着军门社区的
幸福生活。

“昔日纸褙军门前，今日文明一枝花。”这是

1995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送给军门
社区的一副对联，借此褒扬军门社区以党建创
新推动社会治理的好做法。谢榕感言，26年
来，这副对联一直贴在军门社区展厅门前，熠熠
生辉的14个字激励着社区每一位工作者，不断
探索老旧社区幸福变迁的“密码”，不断把喜讯
捎给总书记。

记者手记

小社区里藏着大民生
习近平总书记三进军门社区，与居民言语

之间牵挂的都是群众的冷暖；军门社区党员干
部以实际行动认真“答卷”。一头体现了总书记
牵挂百姓和民生，一头体现了社区最基层干部
落实、落小、落细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两头都体
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
江山、守的就是人民的心”。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所以，无论是
“居民恳谈日”和“妇女议事会”，还是智慧社区
和贴心服务，不仅聚焦了社区群众普遍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协商解决了群众的琐事、难事、
烦心事，更重要的是发挥了群众诉求渠道畅通
的优势，完善了社区居民自治、多方共治，让群
众诉求表达成为社区党委的办事坐标，实现了
基层治理主体与居民群众“零距离联系、心贴心
交流、实打实服务”。

老旧社区如何焕发新生机？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三个如何”为社区工作指明了方向，军
门社区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生实践给出了自
己的答案，让居民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真正使
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解开老旧社区幸福变迁的“密码”

（上接1版）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董必武作为湖北共产主义小组
的代表出席会议。中共一大宣告了中国共
产党的正式成立。

“爷爷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他始终
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即使在
革命艰难、面临血雨腥风也难掩他对党的
忠诚，对理想信仰的坚定。”董绍新说，有人
说爷爷一生只做了两件事，那就是读书和
革命。孜孜不倦的学习赋予了他非凡的智
慧和学识，漫长的革命生涯铸就了他钢铁
般的理想和信念，他一生作诗1300多首，
即使在生命垂危的时候，他依然把对党的
满腔的感情融于诗词，字里行间饱含着对
共产主义信仰的执着、对未来的展望和后
辈的期许。

育子有方 克勤克俭
“百条语录见精神，革命箴言字字新。

反复颂歌基础奠，用之不尽葆终身。”1967
年 1月，董必武题写了《致何莲芝》七言绝
句。

“这首七言绝句，是爷爷为奶奶抄写毛
主席语录一百条时特意题的一首诗，爷爷和
奶奶相濡以沫，他们始终把伟大的革命事业
融进生活的点点滴滴。”董绍新告诉记者，

1937年，爷爷与奶奶在延安结婚，婚后他们
育有董良羽、董良翚、董良翮三个子女。

“其实从爷爷给子女取的名字就可以看
出 ，三个名字都带‘羽’字，就是希望子女们
放飞自己的理想，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董
绍新说，为此，爷爷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字
三子》的诗：“蓄势如鹰隼，奋飞健翼张”“武
能御外侮，斯文亦在兹”“如鹏飞有意，标指
向天津”。

谈起爷爷对子女的教育，董绍新说，爷
爷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子女无论是考学还
是安排工作都得不到任何的特殊照顾，他经
常教导后辈们要自立自强，要明确学习和工
作的目标，树立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的理
想。

董绍新回忆，父亲董良翮在河北晋州插
队十年，默默无闻地扎根在农村，为当地农
村建设发展发挥自己的才智，也因此成为全
国知青的楷模。

在董绍新的印象中，关于爷爷生活简朴
的事情举不胜举。爷爷日常练字多是用废
旧的报纸、日历纸，甚至是观看演出带回的
节目单，他练字用的毛笔用得多了，笔头掉
了，他就用桃胶粘上，用细线或皮筋扎住，坚
持再用一段时间，当时我们的国家物资匮
乏，在他的心目中无论什么东西都要做到物
尽其用。

1958年，为了给国家节省开支，董必武
全家都搬到了中南海住。

董绍新说，当时爷爷住在旧鼓楼大街
小石桥胡同一个很大的院子，爷爷很喜欢
这个地方，但是爷爷考虑此地距离工作单
位比较远，坐车需要花费很多汽油，还有
就是送文件的工作人员来回跑也费时费
力，为给国家节省人力物力，就搬到中南
海去住。

“如今，虽然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但我
们家所有人一直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习惯。”
董绍新说，他多年来一直要求孩子要做到不
浪费一粒粮食，珍惜一粥一饭。

传承红色血脉 后辈不负期望
“绍新小孙子，随予来广州。今春两周

岁，记得父母不……吾意亦云然，世为农人
好。孙身颇茁壮，无逸符大造。”1972年3月
31日，董绍新两岁，董必武特意写下了这首
诗。

“爷爷给我写的这首诗是希望我能健康
地成长，能够自食其力，哪怕像父亲一样去
做一个农民，也是很光荣的。”董绍新说，这
就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孙辈的要求和期许。

“我对爷爷的印象，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模糊到熟悉再到敬仰。爷爷去世的时
候，我才5岁，仅有的一点印象很模糊，只感

觉是个很亲近的祖辈。上学后在课本上读
到有关爷爷的课文章节，才知道他是个名
人，心里还有点小窃喜。随着年龄增长，耳
濡目染之下，了解到爷爷越来越多的事迹
和成就，就感到爷爷的伟大与自己的平凡，
真是有如天壤之别。”董绍新说，爷爷是一
位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爷爷
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追求
真理、献身理想的一生，爷爷的光辉过往成
为他一生追寻和学习的榜样。

“竹叶青青不肯黄, 枝条楚楚耐严霜。
昭苏万物春风里, 更有笋尖出土忙。”董绍
新对爷爷的这首诗格外喜爱，他介绍，这首
《病中见窗外竹感赋》写于1952年春天，诗
句展现了爷爷永葆中国共产党人本色的信
念，也表述了爷爷对新中国未来的发展建设
充满信心。每每读到这首诗，无形中给自己
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

为了筹备这次展览，董绍新历时三年，
走遍了全国各地。“这次展出题诗、题字手迹
及手迹的复制件，绝大部分是董必武在各地
参观、视察工作时题写的。原件多数被定为
国家级文物，由于年代久远，且为众多不同
单位各自收藏，能在此集中展示，殊为不
易。”董绍新说：“追寻红色足迹，赓续传承红
色血脉精神，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是我辈
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爷爷的革命人生中汲取信念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