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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指骡为马”该给游客一个交代

近日，上海市民马女士称，今年9月16日，她和朋友在云
南丽江玉湖村景区花168元购买骑马游服务，结果被安排骑骡
子。她“感觉被骗”，遂向当地相关部门投诉，但时隔两个月，
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对此，丽江玉湖村景区工作人员11月
14日答复称，当时景区处于试营业阶段，确有部分村民喂养的
骡子被用于给游客提供骑行服务，“骡子也属于马，没有承诺
说一定是大马”。

明明购买的是骑马服务，却给游客安排骡子，景区
不仅没有给到游客对应的服务，被投诉后的答复还如此
狡辩和理直气壮，让人咋舌。景区“指骡为马”存在消费
欺诈之嫌，侵犯了游客的合法权益，不仅应当立即叫停
和整改该项服务，也应当给游客一个交代。如今旅游业
快速发展，游客看重的已不仅是美好的景色，还有舒心
的体验和服务，各大景区应当加大对园区旅游服务项目
的日常监管，给游客提供“货真价实”的旅游服务项目，
杜绝虚假宣传、以假乱真等消费欺诈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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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科普视频”不能“变味”

“每天科普一个医学小知识。你真的会洗头吗？三甲医院
医生教你正确洗头。”这是某平台上的一则医疗科普视频，一名
身穿手术服的“医生”面对镜头，演示如何正确洗头。这样的医
疗科普短视频如今在各平台层出不穷，内容多以两性话题、心脑
血管疾病、食疗补身等为主。一些医生和药师成为“网红”，将流
量变现，向用户售卖药品和医疗服务。还有一些博主，甚至身穿
白大褂冒充专家，传播并无依据的偏方或者谣言，以科普之名开
直播卖货。

医疗科普短视频是医护人员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性，
向公众宣传普及医学健康知识，进行健康教育指导的一
种方式，本意是为了满足公众对医疗健康知识的需求。
但是眼下，社交平台上的医疗科普视频领域却乱象频出，
让人真假难辨，不但背离了医疗科普初衷，也消解了医疗
科普的专业性与权威性。医疗科普视频事关群众生命健
康，不能为了追逐流量而变味走样，必须严守科学、专业、
公益原则。相关平台也应该规范管理，定标准、强监管，
让医疗科普视频更健康。

不能任由直播间的“情感专家”招摇撞骗

一段时间以来，网上涌现出不少情感主播，他们往往扮演着
“情感专家”的角色，在直播中分享小三插足、婆媳矛盾、未婚先
孕等各类情感案例，赚到不少流量。在收获了足够的眼泪、笑声
之后，这些主播便开始引导粉丝为其点赞、打榜、送礼物以及购
买商品。

直播间里所谓的“情感专家”通过编造剧本演戏，不
仅欺骗了观众的感情，还让人“心甘情愿”送出自己的钱
包，性质恶劣。这类骗取打赏的行为，不仅很可能涉嫌诈
骗犯罪，还破坏了直播的生态环境，扰乱了网络秩序。为
此，广大公众要加强防范意识，注意保留证据，积极举报
维权；相关平台应督促主播严格规范标注“剧情演绎”，加
强直播带货监管；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直播带货的监管
力度，严肃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不能任由直播间的

“情感专家”招摇撞骗。

/ 人物小传 /

王杰华，重庆市忠
县双梁村村医，优秀乡
村医生。从事乡村医
疗卫生工作30多年，王
杰华用专业和爱心守
护 着 全 村 583 户 1633
人的生命健康安全，用
辛勤的汗水诠释着“医
者仁心”的使命和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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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高原上绘就幸福美好生活新画卷雪域高原上绘就幸福美好生活新画卷

“躬身”行医三十余年，做村民健康的守护者
重庆市忠县双梁村村医王杰华

西藏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改善农牧民人居环境

□ 宋利彩

“My name is Zhang JianNa，I’m a city cleaner……”近
日，一则49岁环卫工人张建娜自学英语近10年，化身北京三里
屯“草根外交官”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视频中的张建娜身
穿环卫工作服，面带微笑，神情自信，眼中有光，给人一种朴素又
自洽的美。

这则视频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人们通常认为环卫工人
的文化素质较低，他们的工作应该和英语无关，不会英语也完全
能胜任。而张建娜作为环卫工人，却能用英语流利地与外国友
人交谈。这种反差，和前不久爆火网络的“颐和园扫地僧”一样
吸引公众的眼球。

跳出最初的惊奇与赞叹，人们更为之动容的，是张建娜对于
英语学习的热爱和坚持，以及因这份热爱和坚持而散发的自信。

张建娜出生在河北保定农村，只有高中学历。1995年来北
京开始闯荡，先后干过餐厅服务员、商场销售，后来当了环卫工
人，一干就是11年。她最开始想学英语，是源于一次外国友人
想主动和她交谈，但由于她不会说英语，只好硬着头皮回应

“good good”。这件事对张建娜触动很大，为了避免窘境重演，
张建娜决定好好学习英语。

高中毕业之后，张建娜就没再接触过英语，学过的英语知识
都已经忘记。知道自己英语基础薄，她不贪多，而是给自己定下
个“小目标”——这次拾起英语课本并不是要达到多高的水平，
能掌握一些常用的单词，用英语帮助外国朋友指路是第一步，要
是能再交流几句就更好了。抱着这样的心态，她一点一滴积累
起英语知识。

张建娜把学习当作热爱，把热爱做到极致，一时的挫败没有
让她产生退却的想法，相反地，她因每天掌握了更多知识而越来
越自信。如今，张建娜已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帮外国友
人指路、解决问题。学习多了也就自信了，帮助人帮助得多了幸
福感也就强了。她说：“如果有机会，还想学学其他外语。”

心之所向，自当竭力而往。张建娜用手中的清洁工具描绘
着城市的风采，用自己的热情和微笑让外国友人感受到热情和
友好，用努力和坚持书写着不平凡的人生。每个人所到达的高
度都是靠自己努力去争取的，背后必定要付出很多不为人知的
艰辛。找到自己真正的热爱，并克服一切困难，以舍我其谁的毅
力和勇气坚持下去，必定会给生活增添新的光亮和更多可能。

环卫大姐自学英语带来的启示

受访者供图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马伟

西藏，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而被世人
所熟知，因其绝无仅有的高原魅力让世人
向往，也因其独特的文化和古老的文明惊
艳着每一个游客。可是，对于居于“世界
屋脊”之上的人民而言，高海拔也为他们
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

“西藏海拔高、气压低、沸点低，高压
锅是全区人民群众日常必备的烹饪器
具。这款高原多功能压力锅操作便捷，做
出来的食物口感也好。”西藏尚厨炊具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帅龙介绍。

据了解，今年3月，西藏自治区发布
了《关于支持高原地区多功能系列烹饪炊
具产品推广应用的实施方案》，通过政府
补贴、鼓励企事业单位使用工费经费支持
推广等多种方式，在西藏高原地区大力推
广高原炊具。

小家庭的一口锅、一个水壶，成了政
府的“民生大事”。

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向“2023·中国
西藏发展论坛”致贺信时指出，“人民幸福
是最大的人权，发展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
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干
部群众艰苦奋斗、顽强拼搏，让西藏彻底
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与全
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呈现出生机勃
勃的繁荣景象。

日前，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赴西藏
实地采访，深切感受到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广大农牧民
过上了美好新生活。

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
日喀则市南木林县达那乡孔朗朗巴

纺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坐落在一家藏族民
居的三楼，墙上挂着包括布达拉宫等图样
的毯子，房间内时不时传出“吱呀吱呀”的
织布声，藏家妇女们正在编织着藏式纺织
品。

在合作社的产品展示间，各式氆氇、
邦典、毛毯、卡垫等层层叠叠地挂在墙上、
摆放在展示柜里，古老的藏族编织手艺在
这里传承弘扬，散发活力。

据介绍，该合作社成立于2019年 5
月，由11户家庭共出资230万元创建，现
有工人42名，都是附近的农村妇女。合
作社还为临近的达那乡、热当乡、甲措乡、
南木林镇和卡孜乡五个乡镇的130多名
妇女培训编织技艺，提升她们的职业技
能。每一批学员学成之后，合作社都会免
费为学员赠送一套编织设备和工具，并通
过编织承包的方式，带动当地农民实现家

门口就业增收。
达那乡位于南木林县东南部，平均海

拔4100米，共有4个行政村622户2992
人，属于半农半牧乡。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达那乡政府动员各村致富能
手，成立合作社，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2019年以来，达那乡先后成立了编织
类、藏式家具类、养殖类、桶装水类、机械
租赁类等28家合作社。目前全乡共有5
家编织合作社，每年实现编织类收入达到
664.8万元，占全乡经济总收入的12%。”
达那乡党委书记扎西次仁介绍说。

“以前农闲时没事可干，也没有其他
收入，现在我空闲时间可以到合作社编织
地毯，每天有180元的收入补贴家用。以
前的生活跟现在没法比！”40岁的次丹曲
增高兴地说，幸福溢于言表。

移民搬迁搬出新生活
那兴塘社区位于那曲市色尼区那曲

镇，是当地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社区占地面积6万余平方米，共30栋楼，
有搬迁群众455户2003人，于2019年完
成搬迁入住，涉及色尼区12个乡镇。

搬入那兴塘社区前，来自色尼区那玛
切乡曲多村的卡亚居住在牧区，主要以卖
羊毛为生，除了放牧没有其他收入，生活
非常困难。色尼区政府实施移民搬迁工
程后，将全区12个乡镇455户困难家庭
统一搬迁至那兴塘社区，根据家庭人口免
费提供90~120平方米的住房。

据社区乡村振兴专干石达卓玛介绍，
为使易地搬迁农牧民“搬得出、稳得住、有
就业、能致富”，社区向区政府相关部门申
请了项目资金，落实“那曲市牧发扶贫产
业项目”和“中央扶持度假村项目”两个配
套产业项目。社区通过就业需求摸底，协
调解决住户中就业困难的50多人在度假
村就业。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在卡亚家
干净又整齐的藏式家具上。茶几上摆放

着酥油和油炸食品，墙上贴着儿子旦增阿
旺的奖状，屋内的壁挂电暖器散发着热
气，驱散着青藏高原十月初冬的寒冷。坐
在舒适的家中，卡亚讲述着生活的改变：

“过去我们住的地方，孩子不方便上学，离
最近的医院也有100多公里，一年四季以
放牧为生……到了这里，我们才知道日子
可以这样过，生活可以这样好。现在，我
每个月有1600元社区卫生委员的工资，老
婆也在附近的中学当保洁员，每月有2150
元工资，孩子免费上学、包吃包住，生活真
的太好了！”从草原游荡放牧到城镇定居，
从牛毛毡房到新式楼房，从苦日子到甜日
子，易地扶贫搬迁搬出了动力活力。

如今，西藏农牧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序幕已经开启，号角已经吹
响。“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深入人
心，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正一步步绘就，

“世界屋脊”上的364万西藏人民将与全
国各族人民一道，用幸福生活铺就人权大
道，用发展实现幸福生活。

□ 乐丁 李伟

“我今年78岁，是个老病号了，背着药
罐生活了40多年，现在的政策越来越好，我
们越活越有盼头，在村里就能够看病住院，
刷医保卡报账，还可以先诊疗后付费。”

“要不是杰华经常深夜出诊的话，我的
身体不会像现在这样好。”

独居老人周淑祥乐呵呵地向记者讲起
了心里话，儿女双全的她居住在重庆市忠
县黄金镇双梁村三组。周淑祥在40多岁
时就查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和高血压，不
到70岁又查出脑血管轻微堵塞，支气管炎
时常发作，胃部也常常犯病。“杰华医术好、
态度好，遇到中午输液的话，她还给我们煮
饭吃。”老人口中的杰华就是双梁村村医王
杰华。

家医服务，入户救人
“双梁村位于大岭半山腰，地势较高，辖

区面积4.2平方公里，全村583户1633人。
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家医签约服务152
人，一般居民建档立卡472人，医共体内‘慢

病全程管理’医防融合高血压101人、糖尿
病30人、精神残疾3人和结核病1人，常年
组织实施老年人体检300多人，育龄妇女

‘两癌’筛查50多人……”对于服务对象，王
杰华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近年来，作为全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
范县、全国紧密型医共体改革试点县，忠县
以“医通、人通、财通”为载体，创新打造纵向

“一体化”发展、横向“集团化”管理，构建起
“人才学科下沉、服务能力提升、资源整合共
享”的县域医疗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双梁村
的医疗条件也得到逐步改善，村医医德医术
素养越来越高，村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也越
来越多。

“王医生啊，我今天又疼得严重，你能过
来给我送点药吗？”接到黄金镇双梁村六组
方宗梅的求助电话，王杰华立即准备好药
品、器械等，挎上出诊箱，骑着电瓶车前往患
者家中。

方宗梅因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常常因疼
痛、僵硬而无法行动，每隔几天，王杰华都要
到她家出诊、随访。方宗梅的老伴儿是一名
居家治疗的结核病患者（目前处于巩固期）

并伴有中风后遗症，行动不便，老两口相互
依靠。两名老人看到家庭医生的到来，非常
开心，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子女一样。经过常
规检查、询问，王杰华为方宗梅输上液，并仔
细观察是否有输液反应。此时已是中午时
分，得知两名老人起床后还没吃一口饭菜，
王杰华便为老人做起了午饭。

从事乡村医疗卫生工作30多年，王杰
华在最基层的岗位上默默倾注和奉献，守护
着村民们的健康。去年一整年，王杰华出诊
累计近700人次，有效解决了附近村民出门
就医看病难题。对于像王杰华这样优秀的
村医，忠县通过深化医共体改革实施“乡聘
村用”，由属地卫生院将其聘为卫生院职工
并为其购买养老保险，解决了其后顾之忧。
打通了农村卫生工作“最后一公里”，让村医

“留得住、引得来、退得了”，更好地服务百
姓。

今年秋日的一天，王杰华穿着白大褂，
斜背医药箱，骑着两轮电瓶车从村卫生室出
发，沿着狭窄的村组公路绕道而下，来到一
个林间小院。见到家庭医生王杰华的到来，
两名70多岁的夫妻激动不已，“王医生是我
们家的救命恩人，没有她，我恐怕已经不在
了。”李洪英老人说。

“那是3月份的一天深夜，我突然吐血
不止，胃部剧烈疼痛，不一会儿便不省人
事。手足无措的老头子（丈夫）在慌乱中拨
通了王医生的电话，王医生赶到时，镇医院
的120也停在了公路边，四名医生把我抬到
公路边，坐上120，送到县医院急救中心。”
提起之前的生病经历，李洪英仍心有余悸。

“李孃孃（阿姨）你的病刚好，一定要注
意饮食，以清淡食物为主，尽量不吃辛辣、坚
硬食品，按医生说的做，要按时吃药，有啥问
题记得打电话。”在千叮万嘱后，王杰华才开
始前往下一站。

送药到家，助残为乐
十年前夏季的一个夜晚，狂风暴雨、电

闪雷鸣，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从山顶的家中
给王杰华打来电话，说她独自在家，希望送
些感冒药上门。老人说话显得有气无力，王
杰华不假思索，摸黑骑车，一路颠簸入户。
她给老人量体温、测血压、听心率，确保无
碍，才给老人服用感冒药。王杰华说：“观察
近三个小时后，我起身回家时，老人紧拽着
我的手久久不放。雨水虽然淋湿了我的全
身，但心却是暖烘烘的，从此开启了我的上
门服务之门。”

从那以后，王杰华便成为田园风光里一
道移动的最美风景线。

来到残疾人粟明政家门前，只见他正坐
在轮椅上挨着大门，靠着土坯墙晒太阳，见
到王杰华的到来，老人家的脸上堆满了笑
容。“二姑爷好，我来看看您，给您测量血压、
检测血糖……您莫激动，看嘛，血压又有点
偏高。”“二姑爷，您还记得家医团队的那几
个医生吗？”“记得记得，他们经常来，你就更
不用说，只要路过门前，你就进来看看，量量
血压，送医送药，还经常给我送吃的用的。”
粟明政显得有些激动。

进入屋内，正堂摆放着4辆轮椅，其中3
辆早已锈迹斑斑、破损不堪。粟明政的妻子
喻淑英说：“他中风多年，走不得，这些轮椅
都是政府送来的，说是县残联免费配送的，
已经坐烂3辆轮椅。两年前，我也中风倒床
了，通过王杰华的按摩和训练，我慢慢站起
来，重新学会了走路。”

日常诊疗过程中，王杰华发现村里的老
人安全用药意识淡薄，常常自行加大药品剂
量。她随时叮嘱老人：是药三分毒，合理用
药才能保证身体健康。细心的她会把药品
分类分瓶包装、分点存放，千方百计引导老
人安全用药。

如今，上门看病和送药到家已经成为王
杰华服务村民的一张名片。在重庆忠县，共
有550多名乡村医生和王杰华一样，留守家
乡，为护佑村民健康坚守初心，做村民健康
的守护者。

西藏自治区那曲市色尼区那兴塘社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小区内，色尼区艺术团成员在表演藏族传统舞蹈。 王敬/摄

人权行动看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