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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棱镜

悠长夏日，暑热炎炎，大学生们纷纷走

上实习岗位，在实践中淬炼自我。假期实习

是大学生真正意义上走出校园、走入社会的

一次探索与尝试，是青年学子成长蜕变的催

化剂。

对大学生而言，假期实习具有至关重

要 的 意 义 。 从 理 论 专 业 学 习 走 向 实 操 训

练 ，工 作 能 力 和 业 务 水 平 逐 渐 提 高 ；能 够

增长社会阅历，而且观察力、执行力、思考

力、行动力得到全方位锻炼与提升。假期

实 习 还 为 大 学 生 提 供 了 深 入 了 解 所 学 专

业领域的机会，有利于更好地对未来发展

做出规划。

为最大限度保证实习效果，很多高校将

假期实习作为学生期末成绩或毕业的“必修

学分项”等量化考核的标准之一，但由于实

习单位以及岗位实际情况都不尽相同，实习

工作量并非皆可物化，实习成果也难以完全

进行标准化衡量，这为考核工作增加了不少

难度。涉及到成绩评定，难免存在竞争。许

多同学因此负重前行，陷入实习焦虑的困

境，甚至紧盯物化成果而忽略了许多有意义

的工作。原本内容丰富、形式多元的实习活

动效果欠佳。

如何让实习真正走“实”？首先，作为实

习主体的大学生应珍惜实习机会，端正学习

态度，积极主动投入各项任务当中；二要理

性认识相关考核，明确实习的目的是在岗位

上真正得到锻炼，避免落入唯分数论的圈

套。学校应充分结合学生专业特点，制定和

调整培养方案。在成绩评定方面，出具考核

细则，同时根据学生实习的实际情况灵活调

整。既达成对学生的有效督促，也让假期实

习回归原初的本质。用人单位应搭建好学

生实践的“试炼场”，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建立和完善实习生制度，增强实习内容的专

业性、丰富性，让学生能够真正学到“干货”、

学有所用。

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大学生假期

实习生态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真正发挥实践

育人的作用。

假期实习要走假期实习要走““实实””
□ 崔舒茗

本报讯 （记者 梁英杰
实习生 崔舒茗） 8月 12日，

记者从全市人社重点工作推

进会上获悉，今年以来，全市

人社系统认真落实省人社厅

和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攻

坚克难、敢作善为，各项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

全市人社系统重点结合

市委经济工作会 20 件大事

要事涉及人社工作任务，做

好养老、殡葬领域职业技能

培训，开展订单式、项目制培

训。加大技能等级评价取证

力度，做到应取尽取，同时要

精准统计各行业部门的取证

人数，做到应统尽统，提高技

能人才占从业人员的比例。

截至 8月 5日，全市共开展职

业技能培训 17861 人，新增

技能人才 12068 人，新增高

技能人才 1355人。

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是就业工

作的主要指标，全市人社系

统狠抓高校毕业生、农民工、

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

业，联动举办线上线下招聘

活动，开展“1131”就业帮扶

等专项服务，落实好公益性

岗位兜底安置，保持零就业

家 庭 动 态 清 零 。 截 至 7 月

底 ，全 市 城 镇 新 增 就 业

29638 人，城镇失业人员再

就业 4604人。

非营利性服务业工资总

额增速是市政府考核的一项

重要指标，全市人社系统积

极争取政府主要领导支持，

加强和财政、统计部门协调

联动，重点抓好带薪年休假

补助、2023 年年度考核奖、

欠发工资及津补贴等事业单

位增资福利政策落实。截至

6 月底，非营利性服务业工

资总额增速 2.4%，排名全省

第五。

市、县两级人社部门全

面部署 2024 年公开招聘工

作 ，加 速 推 进 招 聘 工 作 流

程。截至目前，全市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已发布岗位数

2354 个，已完成面试的岗位

2334 个，完成率 99.15%，全

省位居前列。

推动就业社保服务覆盖

所有行政村和社区是省政府

确 定 的 15 项 民 生 实 事 之

一。全市人社系统依托全市

乡镇（街道）和行政村（社区）

现有公共服务资源，全面建

立基层就业社保服务点，开

通 40 项高频次、低风险的就业社保服务事项，提供经办服

务，满足群众“就近办”“多点可办”需求。截至 8月 2日，全

市业务办件量达 32万件，全省位居前列。

劳动人事争议的调解与仲裁关系到千千万万劳动者的

切身利益，全市人社系统深化裁审衔接，加强裁诉联动处

置，完善法院与仲裁机构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协同增强劳动

争议案件处理质效。加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队伍建设，提

升调解仲裁业务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截

至 7月底，全市劳动人事调解成功率 76.28%和仲裁结案率

98.66%均超过省厅要求。

下一步，全市人社系统将持续围绕省人社厅五大类 22
个指标和市委、市政府今年统筹推进的“20 件大事要事”，

逐项对标，明确任务，拿出措施，落实到位；紧紧围绕人社领

域民生实事和难点问题，针对性施策，力争把短板、弱项做

成优势、典型；紧紧围绕党纪学习教育，进一步加强队伍作

风和纪律管理，开展警示教育，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

动全市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古树名木，承载着悠悠岁月的厚重沧桑，

见证着历史的跌宕变迁，是大自然赐予人类

的珍贵遗产。自古树名木保护公益诉讼专项

活动开展以来，方山县人民检察院积极主动

作为，以检察融合履职为有力手段，多措并举

全力保护古树名木，成效显著。该院探索的

“检察+古树名木保护”模式获得方山县委、县

政府的充分肯定，构建的林木保护数字检察

监督模型在全省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

型竞赛中荣膺优秀奖。

融合履职寻线索

古树名木作为自然界和前人留下的宝贵

财富，具有极高的生态、历史和文化价值。然

而，在现实情境中，它们的保护状况却令人忧

心。方山县人民检察院强化融合履职理念，

主动探寻监督线索，以实际行动守护这些历

史的见证者。

2023 年 8 月，该院第一检察部在办理方

山县某中学及刘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时，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充分运用自行补充

侦查权，精准认定案件事实。最终，对刘某及

某中学作出绝对不起诉决定。但案件的办理

并未就此止步，第一检察部在办案过程中敏

锐察觉，该县相关职能部门在古树名木保护

工作中存在履职不力等问题。为此，办案干

警秉持一体履职、融合履职的理念，依托内部

横向一体化工作机制，将法律监督线索移送

至公益诉讼检察部门。

经 过 后 续 的 深 入 调 查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部门发现方山县辖区现有古树 38 株，但部

分古树面临着无保护措施、无识别标牌、遭

病虫侵害等困境。而相关单位存在职能划

分不清、工作交接不畅、监管防护不力等问

题，致使古树处于受损状态，严重损害了社

会公共利益。

发现问题，更要解决问题。该院迅速启

动后续保护工作。

数字检察赋新能

在古树名木保护专项工作的推进进程

中，方山县人民检察院面临诸多挑战：古树位

置分散，查找工作阻碍重重，耗费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专项工作进度迟缓，公益保护效果也

难如人意。面对这些难题，该院积极拓展监

督思路，以数字检察思维为引领，探寻解决类

案问题的有效路径。

该院坚持“找数据”和“用数据”双管齐

下，在办理具体案件的同时，同步着力开发

构建以古树保护为主的林木保护数字检察

监督模型。这一创新举措不仅大幅提高了

工 作 效 率 ，还 增 强 了 监 督 的 精 准 性 和 有 效

性。该监督模型在全省检察机关大数据法

律监督模型竞赛中脱颖而出，荣获优秀奖。

数字检察的赋能，为古树名木保护注入强大

的科技力量，释放监督的合力，有力推动了

保护工作向纵深开展。

凝聚合力见成效

保护古树名木，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共

同参与。方山县人民检察院深知此理，积极

凝聚各方管护力量，构建共管共护的全新格

局。

该院邀请林业及各乡镇负责人召开古树

保护诉前磋商座谈会，督促各单位依法履职

尽责，采取有效举措强化日常管理和科学管

护工作，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同时，该

院与方山县公安局、县林业局、乡镇政府召开

座谈会，依据属地管理原则，结合古树权属，

共同研讨和制定古树名木保护的政策和措

施，并制定了《关于建立古树名木司法保护协

调联动工作机制的意见（试行）》，形成多方联

动的协作机制。

为进一步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古树保护的

热情，方山县人民检察院创新开展古树公开

认养活动，发出保护古树名木倡议书。这一

举措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现有 11 家单

位主动认养古树，募集资金 21.5万元，为古树

名木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在方山县人民检察院的不懈耕耘下，一棵

棵古老的树木得到了悉心呵护，重焕生机与活

力。相信在其持续的监督推动下，会有更多人关

注并参与到古树名木的保护中，携手守护绿色

家园，让这些历史的见证者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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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蓝”守护“生态绿”
——方山县人民检察院为古树名木撑起司法保护伞

□ 本报记者 王洋 通讯员 李玮

在血栓疾病当中，有一种是发生在深处

的肌肉或骨组织的静脉血管里，所以称之为

深静脉血栓。这种隐藏在肌肉深处的深静脉

血栓不发作的话也不会有什么症状，但是一

旦发作后果极为严重。那么，什么是下肢深

静脉血栓？

深静脉血栓 (deep vein thrombosis，DVT)
是指血液在深静脉血管内不正常的凝结，阻

塞血管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全身主干静

脉均可发病，尤其是下肢静脉，以左下肢最为

多见，男性略多于女性。

深静脉血栓的表现有哪些？

1、患肢明显的肿胀：由于深静脉血栓堵

塞造成下肢静脉血液回流受阻，静脉内的血

液淤积引起患肢明显肿胀。

2、皮温升高伴局部疼痛：静脉血液内代

谢的废物在局部堆积，可造成局部皮温升高

及疼痛。

3、浅表静脉迂曲扩张：由于深静脉堵塞

下肢，血液通过浅静脉代偿回流，从而造成了

浅静脉迂曲扩张。

深静脉血栓有何的危害？

深静脉血栓一旦脱落，就会导致患者出

现严重的肺栓塞，表现为呼吸困难、胸闷、胸

痛等症状。肺栓塞是一种死亡率极高的疾

病。静脉血栓具有“高发病率、高病死率”的

特点，因此，积极、及时的预防和治疗能有效

减少静脉血栓的发生。

为什么会反复发作？

1、早期不规范治疗，造成血栓蔓延，增加

致死性肺动脉栓塞的机率，后期减少血管再

通的机率。

2、血栓脱落造成致命性肺动脉栓塞。

3、深静脉血栓再通的时间延长，长期的

深静脉高压会严重破坏深静脉瓣膜功能，将

出现严重的深静脉血栓后综合症，表现为下

肢反复肿胀、瘀积性皮炎、皮肤色素沉着、脂

质硬化、静脉性溃疡甚至血栓复发。严重影

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甚至致残。

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措施有哪些？

（一）基本预防
1、早期活动：鼓励卧床患者进行早期活

动和腿部锻炼，指导患者踝泵运动，以促进

静脉回流。根据患者恢复情况建议尽早下

床活动。

踝泵运动：患者躺或坐在床上，下肢伸

展，大腿放松，将脚尖缓缓内勾，尽力使脚尖

朝向自己至最大限度，维持 5 秒；然后脚尖绷

直 下 压 ，至 最 大 限 度 ，维 持 5 秒 。 每 次 5—
10min，至少 3次/天。

2、避免脱水？在患者病情允许下，给予

适当补液，保证患者足够的水分，避免血液浓

缩。建议患者饮水 1500—2500ml/天。

3、避免下肢静脉穿刺，特别是反复穿刺，

尤其左侧。

4、戒烟、限酒、饮食宜清淡，多食富含膳食

纤维的新鲜蔬菜和水果，保持大便通畅，避免

由于排便困难引起腹压增高，影响静脉回流。

5、术后抬高患肢 20°—30°。
6、避免在膝下垫硬枕和过度屈髋。

7、不要用过紧的腰带或穿着紧身衣物。

8、如果您感觉下肢皮肤颜色改变、肿胀、

疼痛、胸闷、呼吸困难、气促等，请及时就医。

（二）物理预防
1、抗血栓袜：应根据医生判断和患者偏

好选择合适的长度，并按说明书测量腿围，在

使用前由经过培训的医护人员演示方法，确

保患者或家属已掌握正确穿脱步骤和清洗方

法 。 抗 血 栓 袜 穿 上 后 要 平 整 ，避 免 袜 身 下

卷。若感觉下肢胀痛等不适，应及时就诊。

2、间歇充气加压装置：利用间歇式机械

充气的外力压迫下肢静脉，促进血液回流，从

而起到预防深静脉血栓形成。

3、足底静脉泵：通过脉冲气体在极短时

间内快速冲击足底的方式，使肢体的静脉血

获得类似行走状态下的脉冲性加速，从而大

幅度提高血流速度。

（三）治疗
1、药物治疗。遵医嘱使用华法林、肝素、

尿激酶等药物治疗，可以预防血栓进一步形

成，促进血栓溶解，使血栓逐渐消失。

2、机械取栓。机械取栓是一种微创治疗

方法，通过机械装置将血栓取出，可以在短时

间内取出大量血栓，快速恢复下肢静脉血流。

3、介入治疗。介入治疗包括经皮穿刺插

管溶栓、球囊扩张术等。通过介入手段将导

管插入血栓部位进行溶栓或扩张血管，可以

达到改善血液循环的目的。

4、手术治疗。病情严重者可以选择手术

治疗，通常采用深静脉血栓取出术，通过切开

下肢静脉将血栓从血管中取出。

总之，下肢深静脉血栓是一种常见的血

管疾病，预防和治疗非常重要。需要定期进

行体检，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发

现不适，及时就医治疗。

（作者单位：吕梁市人民医院）

下肢深静脉血栓如何预防和治疗
□ 高艳娥 侯飞红

健康 知识

为充分发挥美术馆公共文化服务职能，丰富学生暑期文化生活，7 月

29 日至 8 月 9 日，石楼县美术馆举办了为期两周的暑期公益手工课堂。

课堂共吸引了 60 名不同年龄段的少年儿童、社会人士参与，他们在丰富

多彩的课程中深入学习扎染、竹编、漆扇、拓染、蓝晒、绒花等传统手工艺，

不仅增长了知识，更亲身感受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臧媛慧 陈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