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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岁末年初，洛川县城市社区服务中
心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忙着整理档案
资料，一切工作紧张有序，当翻到“杨
林”这个人的档案资料时，瞬间勾起了
所有工作人员的思绪。

老人流浪街头

2020年 12月 16日，洛川县城市社
区民政干部们顶风冒雪，在辖区内搜索
排查着安全隐患。当排查到曙光路与
中心街十字口处，突然发现一位年过古
稀的老人蜷缩在角落里，脏兮兮的脸上
只看得清一双眼睛，飘忽不定的眼神警
惕地望着每一个过路人。

看着在风雪中瑟瑟发抖的老人，干
部们有人给买饭，有人给找衣服棉被，
还有的给端水洗脸……经过一番细心
照顾，吃饱穿暖的老人终于说出了“石
满屯”这个名字。

经派出所查询，石满屯系甘泉县
人，喜出望外的社区干部、派出所干警
和救助站工作人员按照地址带着老人
走上了“寻亲路”。可按照地址到村上

走访后，结果却一无所获。
“找不到就不要找了，你们就是我

的亲人。”在回洛川县的路上，老人突然
对工作人员们说了这样一句话。

石满屯改名叫杨林

“和我们相处还习惯吗？”城市社区
服务中心党委民政办干部王民生和石
满屯谈心。

“穿得暖，吃得也好。”石满屯点头
笑着说。

“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过上正常
的生活，让你可以安享晚年，你愿意去
吗？”王民生接着问。

犹豫了一会儿，石满屯点了点头。
农村有幸福院，城里有养老院。石

满屯无房无地无子女，无劳动能力，无
力解决食宿，又无亲友投靠，要让他可
以安享晚年，不用再挨饿受冻，养老院
就是他最好的去处。

“既要破解当前难题，更要解决长
久疾患。”洛川县城市社区服务中心党
委会研究做出这样的决定。

经过工作人员与相关部门协调，
2021年 3月 1日，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班
子成员带着杨林来到了洛川县养老院，
为他办理了入住手续。

就这样，石满屯住进了养老院，他
放下了心中的疑虑和防备，开始主动和
工作人员聊天。看到石满屯的变化，城
市社区服务中心党委时常探望他的干
部便放下了心。

“我们经常去看石满屯，他说过，住
在养老院挺好，和想象的不一样，大家
都很友善，还有人按时按点给他送饭。”
王民生回忆说。

石满屯的生活有了保障，城市社区
服务中心党委专题会议再次研究“石满
屯”问题，党委主要负责人带头协调公
安局，班子成员更是不放弃所有希望。
经过再三协调，城市社区服务中心党委
开始给石满屯办理户口。

提交申请、抽血化验、照相起名
……

2021年 4月 7日，石满屯拿到了自
己的身份证，上面显示着所有新的信

息：姓名杨林，居住地址陕西省延安市
洛川县凤栖镇文明街七号附001号。

社区服务生命“长眠礼”

“杨林因病去世了。”2023年 1月 6
日，城市社区服务中心党委接到养老院
电话。

电话刚挂，城市社区服务中心党委
便拉响了关于妥善安置杨林的紧急会
议铃声。

杨林属于城市特困供养人员，怎样
安置、什么形式安置、安置到什么地方
……所有的安置事项和费用城市社区
服务中心党委无偿出资办理，这是杨林
人生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一次“逝有
所安”的会议。

当天，杨林回归自然的生态安葬现
场气氛庄严肃穆。

洛川县城市社区服务中心党委坚
持“社区连着千万家，为老服务显关爱”
的原则，用行为准则诠释着老年人“老
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
安”。

爱心指引 为老服务
通讯员 刘园园 冯妮娜 记者 孙艳艳

“高压 150，低压 83，恢复良好，我再开点健胃的药，一
天 3次按时吃。”一大早，黄龙县三岔镇梁家山村村医杨培
群就上门给村民李生英复查。

今年81岁的李生英，前几天持续高烧，伴有高血压，她
的儿子拨通了杨培群的电话，杨培群第一时间来到她家，测
血压、查症状，查清病情后立即为老人输液，老人情况逐渐
好转。

穿上白大褂，挎上药箱，杨培群拧动巡诊电动车钥匙，
又来到下一个病人家里为他复查。耄耋之年的赵元合老
人，最近感冒、发热，身体不适。杨培群躬身站在赵元合病
床前，为老人量体温、测血压。

“已经退烧了，咳嗽也好多了，症状减轻不少，再打一针
巩固。”打完针，杨培群拿出配好的药交到老人手里，叮嘱他
按时服用，有什么不舒服的随时给他打电话。“多亏了你，太
感谢了。”老人赵元合感激地说。

自2014年从黄龙县职业中学乡村医生专业毕业后，杨培
群就回到村里担任村医，到2023年已经是第8个年头。在梁
家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杨培群的手机号，村民身体有任何
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给他打电话。

“杨培群就是我们身边的‘120’，搁以前，看病都要去镇
里，很不方便，有了他，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及时医治，大家伙
都离不开他。”67岁的村民刘金有说。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群众的就医用药需求增
加，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成为农村疫情防控“前沿”阵地。

现在的杨培群异常忙碌，为老年人提供进村入户问诊服
务、引导返乡人员做好自我健康监测、指导居家患者做好自我
管护、动员村民积极参与新冠疫苗接种……

“从2022年12月底到现在，共有100多位村民前来问诊，
最多时候一天有30多人。”作为村卫生室的村医，肩负着守护
全村1800多名村民健康的重任，杨培群不敢松懈，“马上过年
了，新的一年我会继续学习，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也希望乡
亲们都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杨培群：

村民身边的“120”
通讯员 王华 吕哲 记者 杜音樵

本报讯 （记者 叶四青）“正愁
这个年咋过，社区干部和区直机关工
委的党员们送来米、面、油，解了我的
燃眉之急。”1月 16日，宝塔区南市街
道市场沟社区困难群众王玺印感激
地说。

为了让辖区困难群众过上一个欢
乐祥和的新春佳节，连日来，宝塔区南
市街道市场沟社区党总支联合各方力
量，深入辖区居民区开展系列慰问活
动，将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的心
坎上。

除联系单位为社区困难群众发放
米、面、油等慰问品外，市场沟社区“360

帮帮团”志愿者服务队还携手太平财险
延安分公司党员干部分别为辖区困难
居民发放了冬日“暖心煤”，向辖区困难
群众发放了印有“幸福南市”字样的厚
门帘，嘱咐群众一定要做好冬季御寒保
暖和疫情自我防护措施，坚定信心，过
好日子。

“接下来，社区将继续通过多种方
式关注民生，为群众送去温暖和帮
助。”社区党总支书记武晓霞说，要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凝聚人
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展现社区大家庭
的温暖，使困难群众过上温暖、祥和、
幸福的春节。

1月 16日，子长市慈善协会开展
2023年春节送温暖活动，向城区三个
街道的困难家庭、孤寡老人、残疾人、留
守儿童等困难群体捐赠 800余份米面
油，提升困难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据了解，此次春节送温暖活动，子
长市慈善协会共筹集善款 54万元，采
购米、面、油 1800份，随后将分批次对
2022年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积极贡献的
企业和个人进行慰问。

通讯员 段梁梁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段梁梁 记者
方大燕）春节将至，子长市瓦窑堡街
道环城南路社区党支部联合安置点卫
生室开展慰问老党员及义诊活动，把
服务和温暖送上门。

慰问中，社区人员与老党员耐心
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生活现状和身
体情况，鼓励他们要以积极乐观的心
态面对生活，叮嘱他们要继续做好防
护措施，同时祝福老党员和家人过一
个祥和温暖的春节。

义诊中，医护志愿者来到居民
家中，详细询问居民近期的饮食情
况、身体情况，特别是常见的三高、

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患病情况，随
后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等健康指
标，还为其讲解疾病防治知识和冬
季养生进补知识，嘱咐他们在外出
时要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的卫
生习惯。

同时，社区志愿者细心检查老年
人家里用气用电安全，叮嘱他们注意
病毒防护和安全取暖等事项，并送上
年画，致以新春的祝福。据了解，下一
步社区将会不断加大服务力度，为辖
区居民提供更加多样化的、贴心的、优
质的服务，让社区大家庭更温暖、更和
谐。

义诊送健康
服务暖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霞 郁小鹏 记者 王静）进入冬
季以来，延安红街依托旅游度假区，积极探索发展冰雪娱
乐，加快完善冰雪运动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出集滑雪运动和
室外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游玩场地，并于近日开业迎客。

走进延安红街滑雪场，一片欢声笑语，市民们正在安全
员的指导下体验雪地坦克、雪地摩托、雪地圈等项目，大家
纷纷沉浸在冰雪运动带来的喜悦当中。“今天我和家人在滑
雪场玩得特别开心，我玩了溜溜球，和姐姐一起打雪仗、滑
雪，雪地摩托车和雪地坦克是我最喜欢玩的，希望妈妈有时
间能再带我来玩。”刚从滑雪场出来的小朋友马梓腾开心地
说道。

前来红街滑雪场体验的市民贺小燕说：“这段时间在家里
因为疫情原因出不来，大人孩子都闷闷不乐，今天天气好，孩
子网课也上完了，带她们来滑雪场玩一玩，我们当家长的也放
松放松。你看这蓝色的天空、白色的雪，让人心情愉悦。”

延安红街滑雪场负责人赵童介绍说：“滑雪场占地1万
多平方米，目前有 15个雪上娱乐项目，分为雪地区和游乐
区，雪地区分为雪地转转、雪圈、雪地坦克、雪地卡丁车等项
目，游乐区分为旋转木马、自动飞机等儿童游乐项目。滑雪
场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同时，全力给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游
玩环境。”

据了解，延安红街滑雪场后期还将增设购物、饮食等摊
位，可为群众提供休闲娱乐的全方位服务，营造安全舒适、
快乐有趣的游玩场所，丰富全市群众冬季文化娱乐生活。

社区心系困难群众
生活物资送到家门

● 工作人员为群众搬运“暖心煤”

延安红街打造综合性游玩场地

让市民尽享冰雪运动乐趣

科普大观园

普及科学知识
共创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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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是由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多发生
于5岁以下的婴幼儿，可引起发热和手、足、口腔等部
位的皮疹、溃疡，个别患者可引起心肌炎、肺水肿、无
菌性脑膜脑炎等并发症。引发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
有 20多种，其中柯萨奇病毒A16型和肠道病毒 71型
最常见。

一、手足口病的预防：
1.要注意个人的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
2.要注意家庭的卫生，多通风；家里的被子、衣服

都勤晒；
3.避免接触手足口病的病人；
4.少到人多的公共场所去；
5.发现孩子有手足口病的话，需要及时隔离治

疗；
6.接种手足口病预苗。
手足口病主要是儿童发病多见，所以一定要和

家里其他的健康孩子隔离开，不能在一起玩、不能在
一起吃东西。这样直接接触或者在一起进食，可能
都会被感染。

大人也有少数，会感染手足口病，但是发生率很
低。还有一种传染途径就是大人的间接接触。如果
大人接触了手足口病的病人，没有清洗手、清洗衣服
的话，再接触另外一个健康的孩子，他也可以将这种
病毒感染给健康的孩子。

二、手足口病如何饮食
通常手足口病的孩子食欲比较差，因为口腔疼

痛不愿进食，所以饮食以清淡饮食为主。不宜吃
辛辣、酸辣、口味比较重的食物，我们一般建议吃
流质的食物，比如稀饭、
面条等等这些都是可以
的。

所以，手足口病传播
途径多，婴幼儿和儿童普
遍易感。搞好儿童个人、
家庭和托幼机构的卫生是
预防本病感染的关键。

手足口病如何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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