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6日，方山县“古越神韵 大美张家

塔”中国青绿山水画院作品展开展。

张家塔村拥有 350 余年的历史，是中

国传统村落，以其独特的明清建筑群、地下

甬道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艺术创作的

灵感源泉。这里的一砖一瓦浸润着先人的

智慧，一山一水勾勒出黄土高坡的灵秀。

方山县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画展展

览的全部作品，皆有别于以往的山水画作，

是专以民居为题材创作的展览，画家们以

新的笔触来表达，尽情挥毫泼墨，用水墨把

张家塔 300多年历史文化底蕴的民居建筑

及黄土高坡苍凉之美的独特魅力展现在艺

术画作里，充分展现了中国山水画之韵味

与古村古朴之美的完美结合，更好地展现

了黄土高坡苍凉、深邃、厚重而又震撼的大

美无言。希望通过此次画展，让更多的人

了解张家塔，让人们在欣赏绘画作品时，让

心灵徜徉在艺术的纯净里，自由轻盈地领

略中国山水画的深邃意境和气势磅礴的无

穷魅力。

此次画展共组织 40 多名画家，于 5 月

27日走进张家塔村，进行为期 8天的写生，

共展出 48幅作品。 肖继旺 摄影报道

多棱镜

本报讯（记者 李亚芝） 近日，柳林县残

联深入各社区开展宣传活动，将关怀与温暖

送到残疾朋友身边。

5月 18日，该县县残联工作人员走进田家

沟社区，为社区居民详细讲解办证须知、辅具发

放、就业扶持、助残圆梦等与残疾人生活密切相

关的政策知识。活动现场，县医院工作人员还

为残疾朋友开展免费义诊服务。医护人员耐心

细致地为居民进行检查、诊断，详细询问身体状

况，并给出专业治疗建议。5月 19日上午，柳林

县残联联合香严社区组织开展第三十五次全国

助残日集中示范宣传活动。县残疾人工作委员

会成员单位、柳林县仁爱康复中心、特殊教育学

校、香严社区等 18余家单位积极参与。活动现

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立咨询台、

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残

疾人权益保障、康复服务、就业扶持等相关知

识。面对群众的咨询提问，工作人员均耐心细

致解答，确保大家深入了解助残政策。

据统计，此次助残日宣传活动共发放宣

传材料 1000 余份，接受群众咨询 100 余人

次。活动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对残疾人事业

的关注度，进一步营造了全社会理解、尊重、

关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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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洋 通讯员 李晶晶） 仲

夏时节，三晋大地麦浪翻滚，玉米拔节孕穗。

在石楼县辛关镇的田野上，处处是忙碌的身

影，一场关乎秋粮丰收的“田间保卫战”正在紧

张进行。辛关镇党委紧扣“三夏”生产关键节

点，创新“党建+田管”模式，组织全镇党员干部

下沉一线，用实际行动书写“粮食安全”的答卷。

三级联动强堡垒。让党旗在田管一线飘

扬。“三夏生产刻不容缓，党组织必须挺在最

前面！”辛关镇党委一声令下，“三夏”生产临

时党支部迅速成立，8个党小组如“红色细胞”

嵌入 8个行政村。镇党委构建“党委统筹、支

部落实、党员带头”三级联动体系，创新推行

“123”包联责任制：1 名党委成员包联 1 个片

区、2名村干部包联 1个村组、3名党员包联 1

户农户。该镇党委书记许瑞勇在田间部署会

上强调：“每个党员都要成为田管‘责任人’，

让党旗飘在田间、党徽亮在一线。”从农资调

配到技术指导，从墒情监测到灾害预警，党组

织的“神经末梢”延伸至每一寸土地，构建起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田管责任网。

党员联户办实事。把服务送到群众心坎。

“李大爷，您家玉米地红蜘蛛虫害已经控制住

了，不然今年收成可就悬了！”党员组织员慧飞

蹲在地头向农户李大爷说道。在辛关镇，136名

党员与 680户种植户结成“帮扶对子”，开展“三

个一”精准服务。数据显示，自活动开展以来，

全镇累计解决灌溉缺水、机械故障、病虫害等

问题 230余件，“有困难找党员”成为农户的第

一选择。“党员就是咱们田管的‘主心骨’！”种植

户小刘看着自家长势喜人的玉米，竖起大拇指。

先锋队伍树标杆。让技术在田间落地生

根。在辛关镇的田间地头，三支“党员先锋服

务队”成为亮丽风景：12 名农技骨干组成的

“流动课堂”，每天步行十余里，为农户示范玉

米密植、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物资保障队

协调调运化肥、农药 30余吨，确保“良田有良

肥”；应急抢险队 24小时待命，已成功处置暴

雨积水、农田虫害等突发情况 15起。与此同

时，全镇 15块“党员示范田”里成为了科学管

理的样板，吸引周边农户“围观取经”。

党群同心筑根基。让组织生活更“接地

气”。“大家看，玉米螟幼虫长这样，发现后要

及时用赤眼蜂防治。”在辛关村的“田间课堂”

上，党员农技员握着害虫标本现场教学。该

镇把主题党日搬到田间地头，累计开展田管

技术培训 28场、“田间课堂”16次，300余份技

术资料送到农户手中。8个“党员+农户”微信

联络群全天候在线，党员干部化身“云管家”，

实时解答施肥量、灌溉时间等问题。这种“理

论+实操+线上”的立体服务模式，让党旗在泥

土中扎根，让党心与民心在田埂上相连。

辛关镇的夏管工作正如火如荼。该镇党

委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党员积分制管理，

开展“田间管理能手”评选，并提前组建秋收

党员志愿服务队，确保“三夏”工作环环相扣、

颗粒归仓。从党建引领到党员示范，从技术

下沉到服务升级，辛关镇正以“红色引擎”驱

动“金色丰收”，让党旗在保障粮食安全的一

线高高飘扬，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

从党建引领到党员示范，从技术下沉到服务升级

石楼县辛关镇以“红色引擎”驱动“金色丰收”

本报讯 （记者 王涛） 近年来，孝义市

残疾人联合会始终秉承“以人为本、服务为

先”理念，创新服务模式、拓展帮扶项目，在

康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取得显著

成效，构建起覆盖市、乡、村三级的助残服务

网络，为残疾人群体托起“稳稳的幸福”。

织密服务网络，夯实基层基础。目前，

孝 义 市 持 证 残 疾 人 1.2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2.5%。孝义市残联设立 16个乡镇（街道）残

联及 305 个村（社区）残协，配备专职人员近

400名，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服务体

系 。 2024 年 ，全 市 残 疾 人 医 保 参 保 率 达

100%，市财政全额资助 1万余名残疾人参保

费用 363万元，实现“应保尽保”。

创新服务模式，破解民生难题。针对残疾

儿童康复与教育矛盾，孝义市残联首创“到校康

复救助”，在全市学校建设康复训练室，配备专业

设备和人员，惠及7-15岁残疾学生，实现“康复

求学两不误”。同时，试点残疾人日间照料中心

13所，依托村（社区）养老资源，为残疾人提供康

复训练、辅具借用及低价助浴服务。在医养结合

领域，孝义市残联创新推出分类补贴政策，困难

重度残疾人每月最高获2400元医养护理补贴，

重度及暂时失能轻度残疾人最高补贴1800元，

有效减轻了残疾人家庭经济负担。

赋能就业创业，激发内生动力。孝义市

残联以“授人以渔”理念推动就业帮扶，打造

直播培训基地和皮影制作培训基地，培育残

疾人“云端经济”与传统技艺双赛道发展。

2023 年认定 4 家“晋享家园”辅助性就业机

构，集中解决 20 名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

疾人就业难题，获省级部门高度认可。此

外，从 2021年开始连续 4年对残疾人开展相

对稳定、增收快的湖羊养殖帮扶项目，向 163
户困难残疾人家庭每户发放价值 6000 元的

湖羊，总价达到 97.8万元。

筑牢民生保障，提升生活品质。教育帮

扶方面，2023年起，孝义市残联按照上级部门

政策要求，实施“扶残助学圆梦工程”，按专科

4000元、本科 5000元、研究生 6000元标准，三

年共资助 300名大学生 143.7万元，惠及 94名

残疾学生及 206个困难残疾人家庭。居住环

境改善方面，提前完成“十四五”290户家庭无

障碍改造，消除了残疾人居家生活障碍。

暖心关怀全覆盖，温情服务不断档。孝

义市残联建立“春节送温暖”长效机制，五年

来市乡两级累计慰问困难家庭 7333户，发放

慰问金 148.58万元。2023年扩大慰问范围，

将一户多残、以老养残等特殊群体纳入保

障，2024 年慰问 1638 户，发放 33.24 万元，切

实保障残疾人温暖过冬。

孝义市残联通过系统性、创新性举措，

持续擦亮残疾人工作先进单位品牌，为残疾

人托起“康复有保障、就业有门路、生活有尊

严”的美好明天。下一步，孝义市将深化医

养结合、社区照护等试点经验，全力构建全

生命周期残疾人服务体系。

孝义市多举措托起残疾人“稳稳的幸福”

柳林县残联全国助残日系列活动有内涵

从 颂 钵 音 疗 到

冥 想 引 导 ，从 禅 修 、

旅 修 到 AI 情 感 陪 伴

……近年来，疗愈经

济 作 为 经 济 发 展 新

赛道，在抚慰人们心

灵，满足人们精神需

求 方 面 具 有 广 阔 发

展空间。

但疗愈经济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也出

现了诸多乱象。比如

说，有的商家以疗愈

为名，推销高价甚至

天价服务或产品；有

的商家借疗愈的噱头

对消费者进行洗脑，

甚至实施诈骗敛财等

行为。

要 实 现 疗 愈 经

济健康有序发展，提

升 消 费 者 疗 愈 幸 福

指数，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首先，相

关 部 门 要 明 确 疗 愈

经 济 的 发 展 标 准 和

加强质量监管，引导

相 关 机 构 和 从 业 者

自律，从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保障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其次，需要行业规范

秩序，机构真诚用心。一方面，行业协

会要不断出台行业发展的公约制度，规

范疗愈机构和从业者的行为；另一方

面，疗愈机构也要加大对员工的 定 期

培训，切实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与疗

愈能力。疗愈经济的直接受众是广大

消费者。要提升消费者对疗愈服务的

理性判断，避免其上当受骗。一方面，

可以通过医疗宣传、媒体报道、网络科

普 等 多种形式，向消费者普及心理健

康和疗愈知识，增强甄别能力。另一方

面，消费者在购买疗愈服务时，也要详

细了解机构的信誉口碑，服务的详细内

容，在科学理性的判断中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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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娟娟） 近年来，岚县

紧扣“人才强县”战略主线，以群众健康需

求为导向，通过柔性引才、学科共建、本土

育才三轮驱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

下沉，构建高效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

柔性引才，聚智借力破解就医难题。

岚县深化与湘雅医院、省人民医院、山大一

院等知名医疗机构合作，搭建“北京—长沙

—太原”跨区域专家资源库，累计邀请 17名

权威专家驻点开展诊疗服务，并组织“康复

服务行”活动，惠及群众 4400余人次。

学科共建，精准赋能提升诊疗水平。

聚焦县域医疗薄弱环节，岚县与省人民医

院专家团队开展深度学科共建，通过联合

开展 46例胃肠镜无痛检查、56例核磁共振

检查及 35例手术治疗，推动诊疗流程规范

化、管理水平精细化。此外，依托中国康复

医学会优质资源，引入先进康复技术与管

理模式，打造“引进一名人才、带动一支团

队、提升一类学科”的链式发展格局，全面

推进县域医院康复科标准化建设。

本土育才，强基固本筑牢人才根基。

岚县以招才引智为突破口，引进 3个领域 5
名高层次医疗人才，填补学科建设空白。

建立“省级专家常态化驻点带教”机制，今

年以来累计开展 8场教学讲座、5次教学查

房及多轮疑难病例讨论，实现“技术输入”

与“队伍成长”同频共振。同时，实施青年

骨干培养计划，每年选派 3期 12名业务骨

干、5名优秀医生赴知名医院进修，系统学

习前沿技术，全面提升医疗服务效能。

如今，岚县正以人才“引育用”全链条

创新，推动医疗人才“聚起来”、学科水平

“提上来”、服务能力“强起来”，为基层医疗

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全力

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岚县：“引育用”并举让优质医疗触手可及

方山县方山县““古越神韵古越神韵 大美张家塔大美张家塔””画展开展画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