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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乌鲁木齐 2 月 11 日电(记者潘
莹)一年一次免费体检，一天一顿免费早餐，
住院享受“先诊疗后付费”……这些着眼细微
处的惠民举措，在“健康新疆”建设进程中形
成“健康红利”的涓涓细流，汇成造福各族群
众的“大民生”。

室外接近零下 10 摄氏度，在南疆疏附县
托克扎克镇依希来木其村村委会大院一个专
门辟出的小屋里，炉火正旺。一袋牛奶、一块
面包、一个热乎乎的煮鸡蛋，每天早晨，吐尔
逊·阿布杜拉步行 5 分钟，来到村委会专门设
立的“集中服药+营养早餐”点，在村医帮助下
服完药后半小时，享用政府为肺结核患者提
供的暖心早餐。

吐尔逊·阿布杜拉 2018 年 9月在全民健
康体检中发现患有肺结核。在“集中服药+营
养早餐”服务点服药 3 个多月以来，他感到咳
嗽有所缓解，体重增加了，更有精神了。

“发现患有肺结核以来，没有花过一分

钱，政府给我们提供了免费药物和免费营养
餐。”吐尔逊·阿布杜拉说。

2018 年，新疆在持续第三年实施全民健
康体检工作中，放宽结核病筛查范围，从 65
岁以上扩展到 15 岁以上，并对糖尿病、高血
压等慢性病患者开展健康指导和咨询等项
目，帮助老百姓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
疗”的同时，真正使全民健康体检更加贴近群
众、服务基层。

2018 年，新疆共有 1749 . 23 万人参加
了第三轮全民健康体检，累计投入体检资金
40 . 68亿元。

随着全民健康体检不断深入开展，新
疆基层诊疗条件明显改善。记者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目前，新
疆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率均
超过 89%，基层诊疗机构普遍添置了 DR、
B 超、心电图、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检测设
备。

一项项健康扶贫举措的落地，让群众享
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健康红利。家住阿克苏市
阿依库勒镇的阿布力克木去年患慢性肾功能
衰竭住进阿克苏市人民医院就诊，通过“先诊
疗后付费”，5 天后病情得到控制，出院结算
时，共花费 8193 . 76元，除去报销部分，自己
只付了 86 . 39元。

为解决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
近年来新疆积极开展健康扶贫，全力推进南
疆 22 个深度贫困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城乡
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覆盖；全面落实大
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
病兜底保障一批的工作要求，将健康扶贫落
实到人、精准到病。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改委介绍，2018
年推进全民健康保障工程，落实中央预算内
投资 8 . 59亿元，推进县级医院、妇幼健康保
障、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中医药传承创新
等 69 个项目建设，新疆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不断完善。
通过提升医疗保障水平、实施分类精

准救治、提高医疗服务能力、加强公共卫生
服务等手段，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防得住
病，确保贫困群众健康有人管、患病有人
治、治病能报销、大病有救助。截至目前，新
疆建档立卡患者大病集中救治率达 82%，
慢病签约率达 95 . 1%，贫困人口县域内就
诊率为 94 . 84%。

今年的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将持续实施全民健康工程，坚持和完善全
民免费健康体检。健全城乡居民医疗档
案，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
救助制度，加大重大传染病、重点地方病、
职业病防治救治力度。推动分级诊疗制度
和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进县域医共体建
设，加强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
全医疗兜底保障机制，稳步提高医疗保障
水平。

健康新疆：从“全民体检”到“全民保障”

新华社杭州电(记者顾小立、荆淮侨、崔
可欣)农历正月初四，24 岁的北京女孩杨季
娜“打卡”了猪年第一个 5 公里；正月初五，
杨季娜又上了一堂新的尊巴课，音乐声响起
的一刹那，她觉得浑身的自信都被释放了出
来。

“原来新年和朋友一起出门都是逛街、吃
饭、看电影之类的，现在带着朋友去跳尊巴成
了我最新的社交方式。”从上大学起便坚持健
身的杨季娜已把运动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现在女孩子对保持身材、保持状态都
很有追求，过年期间容易‘胡吃海喝’，锻炼更
不能松懈。”

除了自己享受挥汗如雨的快感，杨季娜
还把这份来自运动的“小幸福”传递给了家

人。她将母亲拉进了尊巴课课堂，“尊
巴比较激烈和狂野，一开始还怕她接

受不了，结果她去了之后特别开心，觉得跟年
轻人一起出汗，自己也年轻了不少”。

像杨季娜家一样，今年春节中国许多地
方的家庭选择以运动的方式度过假期。在浙
江杭州，位于万松岭之上的大明山滑雪场自
农历正月初一以来，平均每天进场滑雪的人
数都在 4000 人以上，与去年同时段相比增幅
明显。

杭州大明山风景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新告诉记者，春节期间来自杭州、上海等地
的家庭滑雪爱好者比较多，随着冬奥会脚步
的临近，南方家庭在家门口参与冰雪运动的
意愿比以往更加强烈。“中国人过年亲戚往来
总会送礼。以前是送礼品、送红包，现在‘送滑
雪’好像也开始流行了。”

为了应付庞大的客流，徐新已经连续多
年春节假期没有回家。他既是滑雪场管理者，

也是一名滑雪运动爱好者。“快速下滑时，烦
恼和压力早就随着飞起的雪抛在身后。一个
速度正常的滑雪者，一小时消耗的热量不比
跑步少。”

今年除夕，深圳的气温达到 28 . 1 摄氏
度。“火热”的春节，吹动了南国群众运动的热
潮。“右手抓住，再上一次。”在深圳世界之窗
景区，来自河南的 7 岁小朋友梁博涵在父亲
的鼓励下正第一次尝试攀岩。

几次冲击下来，梁博涵仅爬了两米多高，
他似乎有些气馁。下来之后，眼眶里隐约泛着
泪光，不过父亲却为儿子点了个大大的赞，
“你已经很棒了！”听到父亲的鼓励，梁博涵一
下子又兴奋起来。

广州市民景泽庚是资深的体育爱好者，
他的过年方式也更多了一些运动味儿：和家
人一起打羽毛球。“最幸福的时刻，最温馨的

时刻，最放松的时刻，最和谐的时刻，都是
这一刻！是父子，是兄弟，是队友，是对手，
是相互的鼓励与欣赏！”一场酣畅淋漓的球
赛后，景泽庚在微信朋友圈这样写道。

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广州市体育局
组织了 50 多项群众体育活动，预计参与人
数 20 万人次。这当中既有舞龙醒狮巡游等
文体融合的传统项目，也有以猜灯谜和抛
圈、钓鱼、跳绳等为主要内容的游园活动，
主打项目则是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篮球。

浙江大学公共体育与艺术部主任吴叶
海表示，越来越多的家庭在春节假期“迈开
腿”锻炼，与其生活水平、方式与心态的变
化密切相关。“体育锻炼不仅能强身健体，
还能锤炼人的意志，对家庭而言也有利于
增进感情。大家打牌、上网、做‘低头族’的时
间少了，相互交流的时间就多了。”

这个春节，全家一起“燃烧卡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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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石家庄 2 月 12 日
电(记者白林)春节期间，在河北
省张家口市蔚县暖泉镇，别开
生面的“打树花”在这里上演。

打树花，这个颇具特色的
古老节日社火，至今已有 500
多年历史。相传，当年暖泉镇的
打铁匠人，从打铁时四溅的火
花中得到灵感，把熔化的铁水
泼洒到城墙上，好似烟花盛开。
用这种特别的“烟花”，迎接新
春的到来。

反穿羊皮袄、头戴草帽的
王德走到墙边，他面前是一盆
1600 摄氏度的铁水。他将柳木
勺伸进铁水中，舀起一勺，泼洒
到冰冷的墙上。

刹那间，铁水炸出无数朵
金色的“花”，在空中划出巨大
的圆弧，犹如枝繁叶茂的树冠。

一勺又一勺，王德甩得越
来越高，越打越快，仿佛置身于

“花雨”之中，点亮整个夜空。
几分钟后，一场树花打完，王德大汗淋

漓，手中的柳木勺已经变得焦黑。每逢春节，
王德都会在这里打树花。这里是他的舞台。

观众欢呼雀跃，对这无与伦比的高温绝
技表示惊叹、叫绝，更好奇高温下王德是怎么
保护自己的。

王德说，反穿羊皮袄，毛朝外，因为毛不
容易起明火，即使火星子掉到身上，也能很快
灭掉，同时头戴打湿的草帽，就这身行头保护
自己。

王德言语中流露轻松，但是打树花 30 多
年，他的胳膊上、脖子上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
疤。

打树花不仅需要超乎常人的勇气和毅
力，更需要技术和力气。

王德说，打的动作很有讲究，要撇着打，
不能捞起铁水就甩，要将火花打出层次感、连
贯性，让人目不暇接。一勺铁水四五斤重，每
次打树花要用掉 600斤左右的铁水。

勺子是打树花的关键工具，打树花之前，
王德将勺子在火上烤，把表面的水蒸发掉之
后，勺子再放入铁水时，不会溅火星。一晚上
打树花，大概要用 10 多个勺子。

2007 年，打树花被列为河北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王德成为这一非遗项目的传承人。

王德说，因为稍不注意就会被铁水烫伤，
年轻人已不愿再学这门技艺，只有几个老人
会打树花。

如今，城市禁放烟花，大量游客慕名前来
感知打树花的魅力，为新春祈福。

张家口市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雪上项
目比赛地之一。近年来，张家口市以冬奥会为
重大契机，依托民俗文化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将冰雪主题融入民俗文化之中，推出“冰雪+
民俗”产品，既让游客体验冰雪带来的快乐，
又让游客感知传统文化的魅力。蔚县打树花
是其中重要一项。

王德说，随着游客增多，一场表演的收入
比较可观，将吸引人们学习传承这门技艺。

新华社长春电(记者赵丹丹)春节假期
已近尾声，与家人团聚的温暖给了人们新
一年继续奋斗的动力。然而，还有一群人，
放弃了与家人团聚，坚守在手术室的无影
灯下，守护在危重患者的病床前，把对家人
的牵挂、对故乡的思念收藏，将温暖与关怀
给予了每一位患者。医护人员的大年三十
是怎么过的？新华社记者带你体验无影灯
下的春节。

18 点。在长春市儿童医院重症病房，
重症科护士长祝丽丽正给 1 岁半的小宝喂
小米粥。由于病情复杂，小宝的新年必须在
医院过，而家长不得进入重症病房。护士阿
姨就成了小宝的临时妈妈，轮流照顾小宝
的饮食起居。“这是小宝的第二个春节，我
们一定让他快快乐乐的。”祝丽丽说。

19 点。长春市第二医院内三科护士纪
爽例行查房，她把一个玩具小猪送给 77 岁
的蛛网膜下腔出血术后患者宋大娘。“大年

三十看不了春晚，咱娘俩能在医院一起过年
也是缘分，祝大娘早日康复。”纪爽说。

20 点。长春市中心医院骨科病房内，桡
骨远端骨折的张大爷正手拿福字跟当晚值班
的医护人员合影。“第一回在医院过年，这么
多人陪着我，还给我写福字，我一点也不寂
寞，谢谢你们了孩子！”张大爷说。

21 点。“宝宝，你吃饺子没？爸爸喂你一
个，张嘴，啊……”长春市口腔医院综合一科
主任朱晓东一边吃着饺子，一边和不满 2 岁
的女儿视频聊天。综合科成立 8 年，朱晓东值
过 6 次除夕夜班，虽然每年除夕极少有口腔
患者，但坚守岗位是他的职责。

22 点。长春市中心血站供血科的工作人
员和送血司机仍然坚守在岗位上，哪里有需
要，救命的血液就会第一时间被送到哪里。

23 点。长春市第二医院综合外科护士马
瑶扶着一名 50 多岁的急性胰腺炎患者在走
廊散步，为了缓解她的疼痛，马瑶不停地转移

话题。“她的年龄和我妈妈相仿，能跟她聊
聊天，减轻点痛苦，是我们的职责，也算是
尽一份女儿般的孝心了。”马瑶说。

零点。“深呼吸，憋住一口气，均匀用
力。”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但长春市妇产
医院助产士赵爽和同事们浑然不知，她们
正紧张地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零点 21
分，一位自然分娩的猪年宝宝诞生，这也是
该院建院以来诞生的第 605197 位婴儿。
“过年在工作岗位坚守，对于我们这行来说
很平常，能在新年第一天迎接新生命的到
来，也是难得的经历。”赵爽说。

“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
启，我们不休息；风里雨里节日里，我们都在
这守护你。”——— 这句在网上流传的“段子”
也是许多医护人员的写照。为了患者的健康
平安，许许多多的白衣天使在一线坚守，做
着普通又伟大的事业。假日最后一天，请向
医护人员们说一句：“谢谢，你们辛苦了！”

“地球不爆炸，白衣天使不放假”

病房春节，依然有医生护士陪伴

“四访”机制解民忧
▲ 2月 12日，重庆市奉节县龙桥小学六年级学生郭斌华（中）与结束家访的老师张燕道别。

重庆市奉节县从 2016 年开始探索干部走访、教师家访、医生巡访、农技随访“四访”机
制，聚焦民生，解群众所忧，提升群众满意度。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运城：“高跷走兽”闹新春

▲ 2 月 11 日，北辛庄村民间艺人在表演“高跷走兽”。

当日，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清河镇北辛庄村举办“高跷
走兽”闹新春民间社火表演活动，众多村民前来观看。“高跷
走兽”是当地特色民间表演艺术，表演时两人足踩高跷同演
骑兽状，伴随着鼓乐声行进，演绎神话传说，表达当地百姓
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

新华社发(栗卢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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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电(记者杨思
琪)茫茫雪海，碧空如洗，35 岁的滑
雪教练范振华身着炫彩外衣，冒着
清冽寒风，从雪道上呼啸而过。两道
雪痕在身后“生长”，迎来阵阵欢呼。

春节期间，滑雪成为人们休闲
娱乐的新选择。在黑龙江省亚布力
滑雪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雪
地里撒欢。范振华说，每天游客超过
3000 人，“像下饺子一样，不亚于夏
天的海边”。

范振华家在黑龙江省尚志市鱼
池朝鲜族乡楚山村，他从小就喜欢
滑雪。随着当地滑雪产业的发展，如
今范振华每年冬天都来滑雪场做教
练。从 11 月中旬到第二年 3 月中
旬，他一天能带三到四位“学生”，其
中还有不少“回头客”“老学员”。

范振华说，驻扎雪场，不仅要忍
受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低温，在指导
学员时还可能被撞倒、受伤。“其实
最担心的还是游客的安全，每次开
课都首先讲滑雪的注意事项。”

为了磨砺“内功”，从 2016 年
起，范振华和 30 多名教练一同参加
了由亚布力滑雪场和奥地利雪上运
动学院联合举办的滑雪培训。经过
三年的学习，范振华在滑雪理论、滑
行技术、教学规范方面都有了明显
提高，并取得了高山滑雪教练员资
格。

范振华说，每年种植 100 多亩
水稻，收入四五万元。当教练一个月就收入过万元。“从‘猫
冬’到‘忙冬’，越到冬天越热闹，自己锻炼了身体，还给大家
带来快乐。”

让范振华感到惊喜的是，现在来滑雪的除了“发烧友”，
更多了老人和孩子的身影。在游客大厅里，更换滑雪服的游
客一拨接一拨，“有的游客来这坐坐缆车、看看雪景也过
瘾。”

今年 20 岁的林晨薇来自福建，在教练的带领下，她和
妈妈有了“滑雪初体验”。“在老家很难见到雪，滑雪太刺激
了。”林晨薇说。

黑龙江省亚布力滑雪场相关负责人陈长鹏介绍，目前
滑雪场 500 名教练中，像范振华这样的转型农民或林场职
工将近 400 人。随着 2018 年底哈牡高铁开通，亚布力滑雪
场日均游客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20%以上，滑雪教练已
供不应求。

谈及新年愿望，范振华笑着说：“就盼着练好了本领，等
北京办冬奥会的时候能去当志愿者，给国家做贡献。”

为游客唱山歌的壮家姑娘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何伟、林凡诗)“为了春节期间每
个来这里的人都能有收获，我尽管很忙碌但却觉得很有
价值。”身着特色民族服装的“90 后”壮家姑娘蓝丽梅，从
大年三十开始就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为游客带来很多
快乐。

蓝丽梅是广西靖西市旧州景区游客中心的导游，蓝丽
梅形容这个岗位为“欢乐的使者”，“我讲解得越详细、越到
位，游客就越满意，我还会给游客唱山歌，让他们充分了解
当地少数民族文化。”

2013 年，桂林姑娘蓝丽梅嫁到有“小桂林”之称的靖
西。靖西市不仅有秀美山水，这里的旧州还是中国著名的
“绣球之乡”，蓝丽梅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让游客了解旧州
的魅力以及绣球等当地民俗文化。有时晚上她还要配合景
区参加各种演出活动，为游客唱歌、跳舞。

今年春节，前来旧州的游客络绎不绝，尤其是初一到
初三，蓝丽梅的外地同事都回家过年了，只有她一个导游
在岗。这两日天气变冷，寒风中讲解更是辛苦。“为旅客讲解
一趟下来要一个半小时，一天经常要讲解五六次，口干舌
燥。”

工作中蓝丽梅总是不停地讲解，或走路或开游览车，
一天下来难免腰酸腿疼，“回到家一倒下就睡着了，第二天
一大早爬起来又开始忙，连缓冲的时间都没有。”

很多人印象中，导游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讲解词，枯
燥是难免的。可是蓝丽梅遇到不同的人就用不同的讲解
方式，譬如对老年人就多讲讲历史，对年轻人就多讲讲故
事，与全国各地游客进行交流，蓝丽梅觉得每天都是新鲜
的。

1990 年出生的蓝丽梅，目前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2016 年成为导游以来，节假日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今年
春节前因为要排练节目，有半个月她都回不了家。“每到过
年过节，孩子都见不着我，心里感到特别亏欠……”蓝丽梅
哽咽着说。

蓝丽梅告诉记者，计划忙过这一阵后带着孩子们回趟
娘家，看望许久没见的亲人。说话间又来了一拨客人，她赶
快整理好衣装，调试好身上的麦克风，脸带微笑迎
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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