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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印发通
知，决定组织开展失能老年人健康服
务行动（2024-2027 年），聚焦老年人
在卫生健康领域“急难愁盼”问题，精
准对接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需求。

通知明确，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
行动的服务对象为辖区内提出申请的
65 岁及以上居家失能老年人。服务
主体为具备服务能力的医疗卫生机
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

院、二级及以下医院、护理院（中心、
站）、康复医疗机构、医养结合机构中
的医疗机构等。

通知提出，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
行动的服务内容包括开展健康服务、
提供健康咨询、指导转诊转介等。其中
明确，医疗卫生机构每年为失能老年人
提供 1次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评估、体
格检查、中医体质辨识及保健指导等服
务。各省份结合本地实际，为提出申请
的老年人进行失能状况评估，上门为失

能老年人提供血压测量、末梢血血糖检
测、康复指导、护理技能指导、营养改善
指导、心理支持等服务。

通知要求，医疗卫生机构应至少
安排 2 名工作人员一同上门服务，并
为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根
据需要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提
供上门服务时，应有具备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失能老年人监护人、照护者
或亲属等在场，依法保障失能老年人
合法权益。

我国开展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行动

“拒门堡曾是古代战场，也是抗战
时期八路军在晋绥边区开辟的革命根
据地之一。”初秋时节，“沿着长城一号
旅游公路看大同”采访小分队走进了新
荣区郭家窑乡拒门堡村，一群群小学生
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的红色革命教育
基地纪念馆研学，孩子们聆听着讲解员
赵晓倩声情并茂的讲解，一边领略明代

“塞外五堡”之一的拒门堡的雄伟沧桑，
一边感受红色文化的强大力量。

位于新荣区郭家窑乡拒门堡村、
弥陀山之西山脚下的拒门堡，是明代
大同镇“七十二城堡”之一，也是当时
的“塞外五堡”之一，这里曾经是屯兵
驻守的边地重镇，也是驻兵防守的军
事要地。抗战时期，作为八路军在晋
绥边区开辟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众多
拒门堡儿女走上了抗日救国道路，上
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儿
童，全村人口总数的 60%以上都直接、
间接参加了抗战，8 年间献出 20 多位
优秀儿女的生命。现在的拒门堡村位

于拒门堡北侧，人口 4000 多人 ，这里
已被命名为“省级国防教育示范村”

“红色革命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同时也是我市及新荣区红色文
化旅游重点区域。

穿过数百年历史烟尘的拒门堡，

从绿意盎然的草坡上耸出，这座残破
但依然高大的土夯古堡，至今四角墙
体 仍 矗 立 于 原 野之上。“拒门堡的墙
体马面大都比较完整，墙体南段与西
段整体保存较好。”新荣区文物保护研
究中心副主任刘晓东边 走 边 告 诉 记

者，近几年，该区对拒
门 堡 实 施 了 严 格 的 保
护措施，专门聘请拒门
堡 村 村 民 对 古 堡 实 行
分段管护、定时巡查。
走近这座古堡，沧桑斑
驳的墙体，在数百年岁
月的洗礼下，已显露出
清晰的夯土层分界线，
但 层 层 叠 叠 的 夯 土 墙

体上寸草不生，丝毫未受植物生长力
的破坏，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劳动者建
筑 工 艺 的 精 湛 。“ 我 们 4 人 的 巡 查 小
组，每天都要定时在堡子内外巡查，
然后把巡查的实时图片发到‘新荣长
城巡查微信群’里。”拒门堡村村民、
巡查小组成员、“长城卫士”张五和顶
着炎炎烈日，刚刚完成当天上午的第
二遍巡查。

而今，在拒门堡与弥陀山之间，村
民们种植的谷子、荞麦、玉米、高粱等
农作物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战争的
鼓角铮鸣，早已隐入历史的长河，静静
矗立的拒门堡默默守护着这片生机盎
然的热土，也无声地守望着村民们宁
静的幸福生活。

俯瞰拒门堡。 本报记者 韩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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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拒门堡的红色拒门堡的““守望守望””

在这里，感受边堡文化
走进拒门堡时，内心的激动难以表达。这是记者第一次

近距离感受长城边堡的雄伟、沧桑。
近年来，新荣区依托长城一号旅游公路，展示长城历史文

化遗迹，讲述民族交融的历史故事，让这条旅游公路既成为绿
色生态旅游路、产业扶贫路，也成为发展长城经济带的黄金通
道。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一座座犹如珍珠般散落在古都
大同的边塞古堡，让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行进一条路，就能触摸
历史的脉络。

本报讯 （记者 宋芳） 记者昨日从
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为加快“大同黄
花”“大同好粮”特优农产品“走出去”，
提升我市农业区域公用品牌在西南地
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8 月 15 日，大同
黄花进成都推介会在四川省成都市成
功举办。

此次活动是2024第七届大同黄花丰
收活动月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继黄花进
省城、进首都、进深圳后又一次主动走出
去，面向西南城市进行黄花产品推介的
活动。旨在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将大同市
优质的黄花菜产业资源引入四川市场，进
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实现两地农业优势互
补、合作共赢，助推大同黄花产业高质量
发展再上新台阶，为打造融入京津冀大同
黄花产业品牌生态圈作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大同黄花、大同好粮等特
色产品不仅在国内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许多产品还远销海外。历史悠久的黄

花、富有特色的杂粮、绿色优质的蔬菜、
品质优良的黄芪、独具特色的杏果、生
机勃勃的加工产品、种类丰富的畜产品
等都是响当当的大同农产品名片。推
介会上，山西宜发同诚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涪陵榨菜四川省汇通食业有限责
任公司、龙人心选团购超市与大同云萱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现场签约。

我市精选多家黄花种植与加工企
业参展，带来了包括干黄花、黄花酱、黄
花饮品在内的多系列深加工产品。展
台前人头攒动，香气四溢的黄花产品吸
引了众多采购商与市民驻足品尝，纷纷
对其独特的风味与卓越的品质给予高
度评价。当地承办方也表示将积极支
持大同黄花在川的推广与销售，通过搭
建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渠道，让成都市
民能够品尝到来自塞上高原的绿色健
康美味，同时促进两地农业产业的深度
融合与发展。

致富黄花 芳香“入川”

大同黄花进成都推介会成功举办

本报讯 （记者 崔莉英） 市辽金文
化艺术博物院与上海大学携手共建教
学实习基地签约仪式 8 月 17 日在华严
寺景区举行，该基地是上海大学在全省
创建的第三家教学实习基地。

上海大学作为一所历史悠久、学科
齐全、学术氛围浓厚的知名学府，在文
化遗产保护、考古学、历史学等多个领
域拥有卓越的研究成果和丰富的教育
资源。从 2022 年开始，上海大学就与市
辽金文化艺术博物院展开合作。上海大
学参与了《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壁藏
及天宫楼阁病害机理与预防性保护研
究》课题。此次双方携手共建教学实习
基地，也将为我市带来前沿的学术理念、
先进的技术方法和优秀的人才资源，为

大同市辽金文化艺术博物院的保护研
究、展陈展示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市辽金文化艺术博物院与上海大学
携手共建教学实习基地，是文化传承与
学术研究的完美结合，是文物保护与利
用事业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通过双方
的紧密合作，不仅能够有效解决文物保
护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升文物
保护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更能在人才培
养、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方面开辟新的
天地。下一步，双方将以共建教学实习
基地为契机，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
合作内涵，共同探索文物保护与传承的
新路径、新模式，为实现文化遗产的永续
利用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贡献力量。

图为上海大学师生在华严寺进行文物勘察。 本报记者 戎禹仁摄

华严寺成为上海大学教学实习基地

本报讯 （记者 王春艳） 这是一
次大同与郑州携手共赢、同赴双城之
约的生动见证，也是一场交换视角讲
述双城故事、促进文化普及与传播的艺
术盛宴。作为大同、郑州两地“双城展”
活动组成部分，8 月 16 日，“高致：五岳
系列艺术展”在云冈石窟博物馆开幕
后，众多市民、游客走进展厅开启“卧
游”之旅，双城互展也引发社会各界尤
其是书法绘画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嵩 山 钟 灵 毓 秀 ， 文 物 古 迹 众 多 。
此次“高致：五岳系列艺术展”展出
中岳嵩山历代原拓作品 11 套，其出自
启母阙、太室阙、少室阙、中岳庙、
少林寺、嵩阳书院等建筑，以及河南
省美协副主席、著名画家封曙光的当
代创作 33 幅。这些作品不仅将散布于
嵩 山 的 历 史 遗 迹 、 石 碑 篆 刻 还 原 拓
印，也将嵩山自然景观与人文盛景尽
收笔墨，展示了天地之中的厚重历史

与水墨嵩岳的独特魅力。
“没想到不出大同就能看到这么磅

礴大气的展览，以后有机会，我一定
会去河南近距离感受嵩山文化氛围。”
市民刘向军看完展览后激动地说。来
自江苏的游客林染也向记者分享道，
没想到在云冈石窟就能看到嵩山汉阙
等历代嵩山石刻精拓，而且比她之前
看碑看得更清楚，感觉这种文化交流
很好。“这是一场高品位、高规格的文

化盛宴，尤其在展出的石刻精拓中，
《中岳嵩高灵庙碑》 为北魏早期著名碑
刻，康有为在 《广艺舟双楫》 中多次
提到此碑，并赞其‘如浑金璞玉，宝
采难名’，对其推崇备至，具有很高的
书法艺术价值。”市书协主席杜鹃说。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大同和郑州这次
文化交流意义深远。从嵩山历代石刻
精品拓片的各种文字和图案中，我感
受到了‘天地之中’的厚重历史，而
封曙光先生的画作则通过笔墨描绘，
展现了嵩山不同视角的美。”山西大同
大学美术学院教师王文星说。

城 市 的 管 理 与 施
工，既体现着城市的温
度与情怀，也有着管理
者的经验与智慧。在对
道路进行改善提升施工
过程中，实施夜间施工
的做法，不仅体现了城
市管理的人性化，也提
升了群众的满意度。

8 月 14 日《大同日报》刊登了一
则题为《我市三处道路改善提升工程
完工》的消息，对道路改善提升工程
涉及的 3 条道路施工过程中，相关部
门采取每日夜间 10 时 30 分至次日凌
晨 6 时 30 分的夜间施工办法，避免对
市民出行造成影响，同时有效防止噪
音污染的产生，确保施工期间的安全
与秩序的新闻给予了报道。

此次夜间施工是为了减少对市民
生活的影响而采取的特别措施，体现了
城市管理的人性化。在城市道路改善
施工中，设身处地地想到了城市的交
通、市民的出行，也想到了降低噪音、做

好安全防范等一系列问
题，就是在想市民之所
想、急市民之所急，错峰
夜间施工，便是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
动实践。

道路改善施工改在
夜间，施工时间改变的背
后是城市管理和为民理

念的提升。“现在施工越来越人性化了，
夜间施工不影响大家出行，还加强了安
全管理；既美化了市容市貌，也为大家
提供了更加舒适顺畅的出行环境。”带
有温度的人性化施工，自然引发了市民
的称赞。

相关部门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
不断关注市民的反馈和需求，持续完善
城市管理措施，积极实现城市管理的高
效化和人性化，同样也会激发起广大市
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得到大家的理解
与支持，并积极参与到城市建设中，让
大家更加爱护我们的生活环境，共同打
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城市。

“高致：五岳系列艺术展”受关注

暑期以来，我市
不少市民利用闲暇时
间 走 进 图 书 馆 打 卡

“充电”，在市图书馆
清爽、舒适、安静的环
境中看书、学习。为
了更好地服务市民，
市图书馆专门增设了
暑期阅读室，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为读者办
理借阅证、借还图书、
维护秩序、整理图书，
保障了市民在良好的
环境中阅读和学习。

本 报 记 者 戎禹
仁摄

错峰施工，体现城市的温度与情怀
孙 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