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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夏泽梅 李立彬）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商洛市 2024 年度紧急医学救援应急拉练活动在镇安县举行。
市紧急医学救援队、市卫生应急队和 7 县区医学救援队伍 160 多
名队员参加活动。

拉练活动模拟镇安县某路段发生连环车祸，人员伤亡严重，
因地形复杂，需立即开展现场救援，市卫健委紧急抽调市县紧急
医学救援队伍前往事故发生地开展现场检伤、急救、转运等处置
工作。市紧急医学救援队、市卫生应急队联合 7 县区医学救援队
伍分别开展了基地建设和后勤保障、紧急医学救援（检伤、心肺
复苏、环甲膜穿刺、伤员转运、腹部损伤现场急救、脊柱损伤现场
急救、开放性下肢骨折急救）7 个科目以及多发伤早期救治展示
等任务。

各紧急医学救援队分工明确、团结协作，紧锣密鼓地赶往现场
并熟练开展救援，行动迅速且配合有序，规范处理批量伤情并迅速
清理现场，展现出应急救援队伍的专业水平。

通过两天的基地搭建、后勤保障和紧急医学救援现场操作，经
评委组综合评议，山阳县医疗应急救援队获得本次拉练活动第一
名，镇安县医疗应急救援队获得本次拉练活动第二名，丹凤县医疗
应急救援队获得本次拉练活动第三名。

我市2024年度紧急医学
救援应急拉练活动举行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国华）今年以来，丹凤县聚焦影响人民
群众安全感的社会治安突出问题，采取立体式宣传、网格式巡逻、
地毯式排查等举措，全面筑牢社会治安“防护网”，持续增强人民群
众幸福感、安全感。

丹凤县坚持“线上+线下”原则，采取发放宣传彩页、张贴
海报、现场讲解、发布宣传视频等方式，组织民辅警深入党政
机关、学校、医院、企业、社区等领域，全面开展消防安全、防范
电信诈骗、打击网络谣言、防盗防火、拒绝“黄赌毒”等安全知
识宣传，增强群众自我防护和防诈骗能力。紧盯敏感节点、重
点时段、重要区域，采取“步巡+车巡”“定点巡+流动巡”“实兵
巡+视频巡”等方式，加大对中心广场、小吃夜市等人员密集
场所巡逻防控力度，实现重点部位全时“见警察、见警车、见警
灯”，切实筑牢社会治安“防护墙”。聚焦家庭、感情、邻里、债
务等重点，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闭环管理机制，落实社区巡
逻向背街小巷延伸，深入开展“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全力营
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丹凤全面筑牢社会治安“防护网”

本报讯 （通讯员 代绪刚 文凯薇）“每个周末我都会和娃
回老家陪老人吃顿饭，不仅能避开酒局饭局，老人也高兴。”“自从
戒掉打麻将，加入广场舞队伍，爱人一下班就回来亲自下厨，还表
扬我又苗条了不少，一家人其乐融融！”日前，商南县人大常委会机
关党支部在该县城关街道文明路社区家风馆开展以“强化党纪学
习，传承清廉家风”为主题的读书分享会，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你
一言我一语拉起家常，细数清廉家庭建设启动以来各自家风的喜
人变化。

据悉，商南县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不断创新举措，构建“家
风教育+日常监督”模式。积极发挥“廉内助”作用，在全县科级领
导干部中开展“家书助廉”活动，广大干部家属积极响应、踊跃参
与，通过音频、视频、亲笔信等方式撰写家书 600多封，并同步在网
站、微信公众号开设专栏展播 33 期，浏览关注 6 万多人次，成为全
县干群关注热点，并产生积极影响。

商南县妇联充分挖掘县域家风家训资源，建成 300 多平
方米家风馆，打造“党风与家风”“古代先贤家训”“家赋家训选
粹”等五大版块，常态化开展清廉家庭实践活动，年均 2 万多
人次接受教育。在全县干部职工中寻找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的“贤内助”“坚强后盾”，评选出“最美清廉家庭”20 户。组织
妇 女 干 部 举 办 家 风 故 事 分 享 会 ，邀 请 最 美 家 庭 、清 廉 家 庭 代
表 ，声 情 并 茂 地 讲 述 、分 享 自 己 的 清 廉 家 风 故 事 ，示 范 引 领
1200 多名党员干部签订《家庭助廉承诺书》，议家风、谈家教，
讲述家庭故事，弘扬清廉家风。该县纪委监委把党员干部家
风建设纳入作风督查范畴，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党员干部开
展廉洁家访 300 多人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及家属用实际行
动编织家庭“护廉网”。

商 南 常 态 化 开 展

清廉家庭实践活动

冬季来临，陕西省疾控中心提示公众
注意诺如病毒感染、流行性感冒、流行性
出血热、新冠感染、手足口病、其它呼吸道
传染病及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的预防。

诺如病毒感染全年均可发生，每年 10
月到次年 3 月是诺如病毒感染的高发季
节，学校和托幼机构等人群聚集场所是诺
如病毒感染疫情高发场所。一旦出现呕
吐、腹泻、发热等症状，应及时就医，不要
带病上学/上班，患者建议居家休息至症
状完全消失后 72小时再复课/复工。

每年11月份至次年3月为流感高发季
节，近期流感病例小幅上升，学校、托幼机
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的场所易发生聚集
性疫情，应继续做好防护。每年接种流感
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手段，通常接种
流感疫苗 2—4周后，就可以产生具有保护
水平的抗体，但 6—8个月后抗体滴度开始

衰减，而在流感流行高峰期前 1—2个月接
种才能更有效发挥疫苗的保护作用。每天
定时开窗通风数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
流感高峰期应避免去人流密集、空气不流
通的场所，必要时科学佩戴口罩。如出现
相关症状应及时就医，避免带病上学/上
班，减少接触他人，尽量居家休息。学校及
托幼机构应加强园内的环境卫生和教室的
通风消毒，切实落实好晨午检制度、缺课、
因病缺勤登记追踪制度。学校如发生流感
暴发，必要时应采取停课措施。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引起
的传染病，5岁以下儿童高发。每年10—11
月是手足口病发病小高峰，学校、托幼机构
等集体机构人群密集，易发生手足口病聚集
性疫情。一旦出现发热、皮疹（特别是肛周
皮疹）或口腔溃疡等，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拖延治疗或误诊易使患儿发展成为重症病

例，甚至导致死亡，并及时告知所在幼托机
构，以便及时消毒、处理。

秋冬季还是水痘、流行性腮腺炎等呼
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呼吸道传染病暴发
疫情将明显增加，学校等集体单位为暴发
疫情高风险场所。

此外，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高峰
月份为每年 11 月至次年 3 月，与燃煤取
暖季节基本一致。室内使用煤炉、炭火
等取暖设备时，煤炭要烧尽，不要闷盖；
要经常开门窗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气
新鲜。正确安装使用煤炉、炭火等取暖
设备。如发现可疑患者，应迅速将患者
移 离 中 毒 现 场 至 通 风 处 ，松 开 衣 领,注
意保暖，密切观察意识状态，同时叫救
护车，及时送往医院抢救。

流感≠普通感冒
流感是流行性感冒的简称，与通常所

说的感冒不同，它特指由流感病毒引起的
一种急性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以
冬 春 季 多 见 ，临 床 症 状 以 高 热（可 达
39℃—40℃）、乏力、头痛及全身酸痛等症
状为主，呼吸道症状相对较轻，多数症状
轻微的患者经积极治疗可治愈，但个别症
状重者可能出现病毒性肺炎等严重情况，
预后较差。据西安市疾控中心传染性疾
病控制副主任医师冀贞浩介绍：秋冬季是
流感的高发季节，接种流感疫苗是最好的
预防手段，可以显著降低罹患流感和发生
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所以及时接种流感疫
苗很有必要。通常接种流感疫苗 2 至 4 周
后，可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

冬季警惕呼吸道疾病

在商州区惠民小区，有一个 80 后的
孝顺儿媳，她多年如一日悉心照料患病的
公婆，她的事迹传遍整个小区，邻居们都
感叹道：“一个好媳妇，幸福一大家”！

她叫马乐，和丈夫杨超均为陕西延长
石油集团氟硅化工有限公司职工。10 月
30 日，记者来到马乐家，这个六口之家虽
不宽敞，却收拾的干净温馨。

马乐说，她是陕北人，自 2009 年嫁过
来之后就一直和公婆同住，2020 年 4 月，
公公因突发脑出血失去了站立、行走、语
言等身体机能，大小便失禁，大脑也是时
而清醒时而糊涂，不久，婆婆由于操劳过
度，引起突发性耳聋和心脏病，心脏还植
入了支架，从此，照顾老人的重担一下子
就压在了马乐柔弱的肩上。

“我在公司管生产，平时经常值班，
我媳妇在一线岗位上，每周早、中、晚三

班倒，相对来说，她留在家里的时间多
些，就主动承担了更多的家务活。”杨超
说，下班后，马乐总是赶着回家做饭、照
看父母、辅导孩子作业，每次值完夜班回
来，永远是先去看一眼瘫痪在床的父亲
再去补觉，不管有多困，到点了还要强撑
着爬起床给父亲喂水做饭，换洗被大小
便弄脏的衣物、床单。

杨超告诉记者，今年五一之后，父亲
的吞咽功能急剧减退，不能再和以前一样
正常吃饭，只能用破壁机打些流食来吃。

“我媳妇很细心，经常买来牛肉、鱼和各种
蔬菜打碎后喂给父亲，确保他吃得营养。”
杨超说，妻子在网上看了不少护理病人的
知识，比如按摩身体、帮助咳痰、怎样插鼻
饲管等，天气好的时候常用轮椅推着父亲
在小区院子或河边晒太阳。久病成医，每
当父亲表现出不舒服的样子，妻子总能第

一时间猜出症结所在。
“有一次，媳妇在床边给父亲喂饭，我

无意中瞥见了她的背影，她个子小，显得
很单薄，但又承受着家里的重担，一时间，
我的心里满是歉疚。”杨超有感而发。

四年多来，为了照顾公公，马乐很少
回娘家，“本来说暑假趁孩子补完课回一
趟陕北，结果我爸住院了，我妈不太会用
破壁机，我不放心，就没回去。”在马乐口
中，“爸、妈”这两个字叫出来是这么自然，
她俨然把公婆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看
待。这几年，他们一家去的最远处就是西
安，常想着带孩子去北京、去海边玩，但一
直没能实现，“父母在，不远游，老人需要
我们，到哪去都放心不下。”马乐说。

为了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婆婆好几次
提出想带着公公回老家生活，考虑到他们
年迈多病，加之农村就医不便，马乐总会

同丈夫一起想方设法打消婆婆的念头。
婆婆张绒花感慨地说：“我脾气不好，

有时唠叨两句，媳妇也不吭声，把我包容
着，给她爸喂饭比我还有耐心，跟亲女子
一样。我们婆媳一块儿住了十几年，从来
没说过重话，没吵过架，小区的人见了都
说我娶了个好媳妇！”

马乐却说：“我的两个孩子是爸妈照
看长大的，以前，我们两口子吵架，爸妈也
都是偏向我，我念着他们的恩情，既然是
一家人，就要相互体谅、相互扶持，再难的
日子也就这么慢慢过下去了。”

好 媳 妇 撑 起 幸 福 家
本报记者 肖 云

健康知识健康知识
10月24日，陕西省慈善协会和西安市益路同行助老服务中

心志愿者走进丹凤县铁峪铺镇桃花村开展“幸福家园爱心餐”
慰问活动，向桃花村留守老人捐赠了大米等物资，让老人们感
受到社会的温暖。 （本报通讯员 魏 青 摄）

今年以来，洛南县人社局积极培训康养技能人才，累计举办康养技能人才培训班53期，培训农村各类剩
余劳动力2368人。 （本报通讯员 温少敏 摄）

洛南开展康养技能培训洛南开展康养技能培训，，助力助力““一都四区一都四区””建设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兰 田 白明
鹏）“我看了学校的食堂，娃绝对能吃
得饱吃得好，还不浪费，这下我这心放
肚子了。”日前，柞水县杏坪中学学生
家长对走访的纪检监察干部孟杰介绍
学校的膳食管理时赞不绝口。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
中整治以来，柞水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
职责，以学生“营养餐不营养”问题为切
口，靶向监督，对校园食品安全和食堂
管理突出问题进行系统纠治整顿，确保

“营养餐”成为学生“幸福餐”。联合县
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卫生健康委
等相关部门成立工作专班，围绕食堂管
理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紧盯招标采
购是否规范、供餐质量是否优良、专项
资金是否存在克扣挪用、主管部门是否
履职尽责、配餐制度是否落实等问题开
展专项监督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现
场反馈，建立问题清单，综合运用约谈、
下发监督建议书等方式，督促教育主管
部门限期整改到位。

为拓展“营养餐”领域集中整治成
效，柞水县纪委监委联合县教体局指导
各 校 认 真 落 实 前 期 制 定 的 膳 食 管 理

“363”机制，在实施前做好“制度机构、
食谱制定、食材采购”三项准备，实施中
做细“食品储存、日常检查、食品加工、
食品留样、就餐陪餐、餐具消毒”六个规
范，实施后做到“建立台账、意见反馈、

公示公开”三个注重，确保食品安全零风险、零事故。
“‘363’管理机制，为我们膳食管理画出了标线、亮

出了红线，我们持续在线上发力，零容忍扫除餐桌上的苍
蝇。坚决执行膳食管理组织体系化、流程规范化、管理精
细化、安全严格化、设施标准化的‘五化标准’。”柞水县教
体局局长赵世海说。截至目前，柞水县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 47所学校食堂已实现了有序规范运行，供餐率和覆盖
率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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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毕波波）11 月 1
日，笔者从洛南县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
作现场观摩推进会获悉，自 2011 年中央
文明办、财政部、教育部实施乡村学校少
年宫项目以来，洛南县积极响应号召，在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和省级财政的大力
支持下，已先后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 15
所，实现乡镇全覆盖。50多名专职教师和
70 多名志愿者辅导员倾情奉献，3 万多名
农村未成年人从中受益。

近年来，洛南县立足乡村学校少年宫
阵地，力求通过“小故事”“小实践”“小活
动”将“大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帮助广大
农村未成年人“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在洛南县委宣传部和县教体局的指
导下，各镇（街道）乡村学校少年宫广泛开
展“童心向党·红色文化进校园”等主题实
践活动，深入开展“唱响红色新童谣、经典
诵读润书香”“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
人”等思政教育活动，引导孩子们赓续红
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听党话、跟党
走，立志为党成才、为国奉献。

洛南县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工作目标，
创新设计乡村学校少年宫特色活动，明确
要求所有乡村学校少年宫周内课后开放时
间不少于1小时，并安排辅导员进行辅导。

为加深孩子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艺术的

认知、认同和喜爱，洛南多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发掘地域特色文化，
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景村镇景村中学
乡村学校少年宫把泥塑引入美术教学，如今
校内100多件精美的泥塑作品，就是师生共
同努力的成果。石门镇五台小学少年宫的
校外辅导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南剪纸
传承人王颖老师组织学生们学习剪纸，不仅
让学生们收获了知识，更激发了他们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家乡的自豪感。
保安镇中心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辅导员
组织带领同学们登临洛惠渠，请来洛南县洛
惠渠灌溉中心主任张刚为乡村未成年人讲
述唐澍红色革命故事和洛惠渠宝贵传统。

古城镇中心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组织三至
六年级学生利用劳动课时间走进学校的学
农实践基地，根据不同的季节、时令，让学生
参与庄稼种植收获的各个环节，在劳动中感
受获取生活常识和农业知识。

洛南县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县乡村学
校少年宫管理员、辅导员培训，学懂弄通

“陕西省乡村学校少年宫网络管理系统”，
通过活动上传、量化测评，推动全县乡村学
校少年宫活动的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如今，景村的泥塑、古城的劳动实践、
石门的剪纸、保安的草编、洛源的体育活
动等社团特色鲜明、学生参与度高，成为
全县响亮的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品牌。

15所乡村学校少年宫让3万多名农村未成年人受益——

洛南深入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