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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

评委大家好！我代表全体参

加技能大赛的选手宣誓：我

们将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勇

于拼搏的精神、严谨求实的

作风参加本次大赛……”

这是 9月 23日在第三届

吕梁市职业技能大赛汾阳分

赛区的开幕仪式上，范利生

作为参赛选手代表发言的开

头语。作为一名有着 13 年

丰富经验的专业厨师，面对

此次职业技能大赛，略显紧

张。

开幕发言刚刚结束，范

利生就赶紧从会场跑到比赛

场地—汾州食府，和老师傅

碰头，为当天下午西式烹调

项目比赛做准备。

“几乎没有接触过西式

烹调，如何应对这场比赛，我

心里没有底。”范利生说：“在

报名时因为中式烹调项目已

经满额，只能选择西式烹调，

无论怎样，我都要珍惜这一

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为了能够在赛场上表现

出色，在报名后一个月内，范

利生每天利用下班后的时

间，在厨房练习做西餐。因

为参加一场比赛，费时费力，

从选择食材、设计菜肴，从味

道类型到菜品呈现都需要认

真琢磨，而且这个过程不是

一两天就可以完成的，更何

况对于范利生来说，西餐完

全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从食

材的切法到精确配菜的克

数，从味道到摆盘，一会拿起

刀 切 菜 ，一 会 又 放 下 调 羹

……一遍又一遍的练习，一

个多月的时间全靠自己一点

点摸索。每天回家到 12点，

经常是累得直不起腰。

就在比赛前一天晚上，

下班后的范利生顾不上回家，而是一头扎进厨房，从晚上

十点一直练习到凌晨两点。

13 年来，范利生参加过大大小小比赛好多次，也获

得过不少荣誉，中式烹调三级（高级工）职业证书、中国晋

菜名师等荣誉。而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

机会。

“艺多不压身嘛！得奖不是最重要的，通过这次比赛

让我看到了自己与技术大拿之间的差距，也激发了我进

一步学习西餐的想法。”范利生说。

点燃技能，成就梦想。像范利生参加的职业技能大

赛，在我市举行了三届。2020年我市举办了首届吕梁职

业技能大赛，20多个项目类别，全市有 541名选手参加。

2021年举办第二届吕梁职业技能大赛时，参赛选手增加

到了 740名，比赛的项目（工种）增加到 33个。而今年的

比赛无论是参赛人数还是竞技工种相较晚年都是一个大

的突破，大赛共设 8大类，涵盖了家政保育、康养旅游、电

子信息等 40 个职业 (工种)，同时设置了 9 个赛点进行，

1028 名选手参加决赛角逐。

从 541人到 740人再到 1028人，这组数字的背后，讲

述着像范利生一样，千万个青年劳动力奋斗拼搏的故事，

更充分彰显了吕梁职业培训工作的新成绩。

“技能成就梦想，劳动创造幸福，举办大赛目的就是

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引导带动和支持更多青年劳动

力走上技能成才、技能就业、技能增收之路。”吕梁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主任秦强说。

颅内动脉瘤是严重的脑血管疾病，会引起

突发的没有预兆的瘤体破裂，造成严重的颅内

出 血 而 危 及 生 命 ，被 称 为 颅 内 的“ 不 定 时 炸

弹”。近日，山西省汾阳医院神经内科介入团队

为一位患者实施了全麻下动脉瘤弹簧圈栓塞

术，成功清除患者颅内的“炸弹”。

今年 68 岁的韩大爷因头晕、走路不稳长达

20多天，就诊于山西省汾阳医院神经内科，颅内

CTA 检查结果提示颅内动脉瘤收住入院。住院

后神经内科介入团队为韩大爷进行DSA检查(脑
血 管 造 影 术)，明 确 其 左 侧 颈 内 动 脉 眼 段 有

4.7mm* 4.5mm 窄颈、形态不规则动脉瘤，需要

立即进行手术。

“颅内动脉瘤一旦破裂出血，致死致残率极

高，无异于不定时炸弹。目前针对颅内动脉治

疗有开颅动脉瘤夹闭和介入弹簧圈栓塞两种方

式，介入栓塞创伤小、恢复快，它是通过股动脉

穿刺，在动脉血管内向动脉瘤放置微导管，再通

过微导管向动脉瘤内填塞弹簧圈，致密填塞后，

从而达到治愈动脉瘤防止出血的目的。”武钟毅

副主任用专业又通俗易懂的方式与韩大爷的家

属进行了充分的沟通，使他们了解了颅内动脉

弹簧圈栓塞术的风险和必要性，家属表示理解

并同意行介入手术治疗。

征得家属同意后，神经内科介入团队在省

城专家的指导下与介入导管室、麻醉科紧密协

作，为患者进行了全麻下动脉瘤弹簧圈栓塞

术。历经两个小时，手术团队顺利地将弹簧圈

送至动脉瘤腔内，为脑内“不定时炸弹”的动脉

瘤解除了“引爆”的可能，患者神志清楚，言语流

利，四肢活动正常，转入重症监护室进一步观察

治疗。

当天八点十五分，值班护士发现患者出现

言语不利，右侧肢体无力的情况，此时介入团队

三位医师术后还未离开病房，武钟毅副主任立

即为患者进行查体。患者为混合性失语、右侧

肌力为 1级，考虑患者不排除左侧颈内动脉血栓

形成，立即进行了头颅 CT，并再次造影明确颅内

情况。术中证实了武钟毅副主任的判断，患者

出现了栓塞术后的并发症——血栓形成。八点

三十三分，手术团队为患者在介入导管室行阿

替普酶动脉溶栓术，患者言语流利，肢体活动均

恢复。约 5分钟后造影发现血栓再次形成，同时

肢体肌力再次下降，患者抬举不能。介入团队

的三位医师经过周密布置、反复讨论后，决定用

替罗非班动脉团注后并持续静滴给与抗血小板

聚集治疗。用药约 5分钟后患者血栓影消失，肌

力恢复，安返病房。

此次成功的围术期管理，标志着山西汾阳

医院神经内科脑血管疾病治疗技术又迈上了新

台阶。近年来，汾阳医院神经内科的脑血管病

治疗技术日益成熟，从最初的超早期静脉溶栓

术，到脑血管造影术，到成立介入团队独立开展

急诊颅内动脉溶栓、取栓术、颅外段颈动脉椎动

脉支架植入术，最大限度的降低了致残率、致死

率，为脑血管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临县，曾经是山西

省最大的深度贫困县，

脱贫后又成为省委省政

府确定的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近年来，大力

实 施 教 育 强 县 发 展 战

略，推动教育教学质量

取得长足进步，每年都

有高考学生被清华北大

录取，“C9”“双一流”等

重点大学录取人数明显

增加，二本达线人数跃

居全市第一方阵，人民

群 众 教 育 方 面 的 幸 福

感、获得感显著提升。

去年以来，临县县

委县政府大力实施办好

人民满意教育行动，全面

推行教师绩效工资改革、

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和

省城一流名校合作办学

等教育综合改革，新建优

质学校，实施义务教育

“全面改薄”工程，全面补

短板、优环境，抓队伍、强

管理，一系列教育改革组

合拳，使临县在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的道路上迈出

坚实步伐，社会认可度日

渐提高，推动了 2022年

吕梁市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现场推进会在临县召

开。2022年临县高考二

本 B类以上达线人数突

破 1800人大关，四名优

秀 学 子 被 清 华 北 大 录

取。一个脱贫不久的重点帮扶县，用教育改革组

合拳奏响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时代强音。

临县共有各类中小学校 84所、各类幼儿园

124所，教育的历史欠账较多。临县县委、县政府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先后建成

临县高级中学、临县一中附属崇文学校、特教学校

等一批优质学校，推行了教师绩效工资改革、教师

免费乘坐公交卡、免费体检、教育信息化、校园安

全、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近

年来，该县投资 2.7亿元，新建和改扩建学校 38
所，维修改造了学校 80多所，投资 1400余万元对

农村 17所寄宿制学校实施了包括食堂、宿舍、浴

室、厕所标准化和净化饮水“五个一”建设工程。

临县全面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组建初高

中教育协同发展联合体 2个、联盟校 13个、集团

校 7 个，覆盖城乡学校，推行轮岗交流，集团内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全面深化中小学教师县

管校聘改革和教育教学改革，抓住被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确定为“乡村教育振兴实验县”的有利

机遇，与山大附中、山大附小、九一小学签署合

作办学协议，从教师培养、科研指导、资源共享

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

惟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

胜。前不久临县召开庆祝第 38 个教师节暨先

进集体模范个人表彰大会，省、市、县相关领导

到会祝贺，共表彰了教育教学先进集体 24 个、

教育教学标兵团队 20个、教育教学楷模 84人。

临县四中教师张杰和临县高级中学教师王秀秀

夫妻双双获得了 2020 年全国最美教师荣誉称

号，临县三中教师秦京锋作为山西省唯一教师

代表参加了全国优秀教师代表专项活动。临县

一中一位毕业生的家长马智华坦言，孩子以优

异的高考成绩考入西南交通大学，他至今依然

感慨万千：“对普通百姓来说，家门口有了好学

校真的是一种福气。”

推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

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深化殡葬改革，启动市乡公益

性骨灰堂（公墓）规划建设；落实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强困难

群体救助，确保共同富裕道路上一个都不掉队……在今年孝义市政

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加强社会保障方面这样说到。

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

聚民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事关群众福祉和社会和谐稳

定。而社会保障乃民生之安，关系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的福

祉。近年来，孝义市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网撑起普惠民生的幸福伞。

补齐民生保障之短板，托住“民生底”。养老是基本的民生问

题，如何让老人“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孝义市一直积极

探索，构建了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多元化养老

服务体系，实现养老服务从有到优的转变提升。涌现出了像方泰东

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留义社区敬老院这样的养老新典范；探索出中

阳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养结合病区，梧桐中心卫生院中医现代康

复相结合的养老服务新路子。

除养老外，殡葬服务对于安定民心、稳定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公共殡葬服务也逐渐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殡葬服务纳入社会福利服务的范畴后，可稳定地保

障所有逝者获得尊严安葬的权益，同时降低逝者家庭举办殡葬活动

的负担，这也是增进人生福祉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关键路径。在

殡葬改革方面，孝义市统筹谋划，不断加大殡葬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大力推进城乡生态公墓建设，目前乡村两级公益性公墓已完成第一

轮选址。

城市低保标准每人每月提高 50元，农村低保标准每人每年提高

600元……为不断加大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力度，推动各项改革落实

落地，孝义市持续提升社会救助水平和服务能力，确保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有保障。据了解，孝义市城市特困人员供养基本生活标准、

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提高为每人每年 11100元;农
村特困人员分散供养基本生活标准提高为每人每年 8200元；城乡特

困人员集中供养照料护理标准提高为每人每年:全自理 2300元，半

自理 5700元，全护理 11400元。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工程，没有终点站，

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当前，孝义市正以坚持不懈的韧劲，全面

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把为

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奋力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上续写孝义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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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社会保障 增进民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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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柳林县采摘园里挂满枝头的苹

果，彰显农业产业满满的获得感。

任昱 摄

图②为饮水工程进村入户，老百姓喜

上眉梢。 侯利军 摄

图 ③ 范 利 生 正 在 参 加 西 式 烹 调 比

赛。 康桂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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