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本报讯（记者刘建林 李彦斌）围绕“不让老百姓因为优质

资源或床位不足外转到北京等地就医”的总目标，山西近日

印发了《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工作方案》，提出 36项保

障措施，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山西在全国率先实施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目前，

全省实现所有县（市、区）医疗集团挂牌运行，县疾控中心、中

医院、妇幼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在保持法人资格不变的前提

下，实行了行政、人员、资金、业务、绩效、药械“六统一”管理。

为减少跨省和跨区域就医，山西明确了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的建设资金实行“一院一策”等 36 项保障措施，将发挥“龙

头”作用，努力在省域内建成一批高水平的临床诊疗中心、高

层次的人才培养基地和高水准的科研创新与转化平台，培育

一批品牌优势明显、跨区域提供高水平服务的特色专科，打

造以高水平医院为依托的“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作平台，形

成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核心的一批专科联盟，推动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取得突破，切实降低死亡率和外转率。

舒年

打开一些短视频平台，公开晒娃视频经常可见，这

些视频有的是婴儿和孩童日常生活场景，也有的是在成

年人引导下做出的一些表演，特别是反差表演。发短视

频的父母，有的是为了记录和分享生活，但也有的是炫

耀和集赞吸粉。不论是哪种视频，其事实上都没有征得

孩童本人的意见，或者说，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孩童，尚不

知道自己的短视频被传上网，会有怎么样的利弊得失，

也无法拒绝父母亲友的拍摄和上传。而这些短视频影

响最大的，却是这些孩童本身。

要知道，发布在公共平台的短视频，和存储在自家

电脑中的照片视频，是两个概念。前者是公共空间，人

人皆可观之、评论之，不局限于亲友，没有浏览时间限

制，后者则是私人空间，属于个人和家庭隐私，有保护性

措施。事实上，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网上，个

人空间正在不断趋于公共化，过去分享一张照片，需要

亲友传阅，而今只需要手指一点就全网可见。在这样的

情况下，如果家长不重视区分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将

其界限模糊，最终受影响的是无辜的孩童。

有的人会说，几个萌娃的视频，能有什么影响呢？

社会对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是有诸多前提的，包括

年龄，包括时间，包括不同年代的审美视角。同样的行

为，在孩童之间看来，可能是天真无邪，在成年人之间看

来可能就是失礼失态。正因如此，而今可爱的萌娃视

频，也许在多年以后 ，反而是当事人的“社死”视频。

还有的人觉得，虽然晒娃视频是在公共平台，但实

际观看者就是几个亲友，别人又不知道自己的用户名，

甚至有的家长把晒娃视频发到公共平台上，就是为了亲

友观看方便，免去一对一发送之劳。

问题是，在二进制的大数据空间里，任何东西一经

上网，你无法控制谁会看到，其痕迹很难抹除，会长期留

痕，甚至被搜索到、下载到。孩童被拍时尚未知事，而待

到其成年后，这些已经公开化的信息，难以彻底抹除。

正因如此，家长们该不该把晒娃视频发到公共空间

上，是一件需要斟酌的事情。今天，你公开分享的是一

则可笑的视频，博赞颇多，也许多年以后，这对长大后的

孩子而言，可能会变成一件可笑的事情。

本报记者 张伟杰

给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或其他无障碍设施。

国家举办的教育、职业资格、技术技能等

考试，应当为有残疾的考生提供便利。

公共服务涉及医疗健康、生活缴费等事

项的，应保留现场人工办理等传统服务方式。

……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二审稿于 4月 24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多方位化解出

行、信息交流、服务获取障碍等的举措被写入

其中。在 4 月 25 日的分组审议中，与会的常

委会组成人员就如何进一步完善草案规定展

开讨论。

让人人都能走出家门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残疾人总数超过

8500 万，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 2.6亿，随

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包括老弱病残幼在内

的全社会成员对无障碍环境有着巨大需求。

无障碍环境建设是为残疾人、老年人等

群体提供服务便利。有的常委委员、专委会

组成人员、基层立法联系点和社会公众提出，

无障碍环境建设应当突出基本定位，重点保

障残疾人、老年人，同时惠及其他人。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蔡继明

认为，所有人都可能产生无障碍需求，包括

小孩、孕妇以及临时遭遇跌打损伤和行动不

便的人等。为此，建议保留草案一审稿第一

条“为了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全体社

会成员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

活”的提法。

生活中，一些老旧小区楼房因没有电梯，

导致老年人和残障人士上下楼不方便。有的

常委委员、部门和地方建议，完善有关规定推

动解决城镇老旧小区无障碍设施和适老化改

造中加装电梯问题。

草案二审稿规定：“国家支持既有住宅加

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为残疾人、老年

人等提供便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创造条件，推动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房屋所

有权人应当弘扬中华民族与邻为善、守望相

助等传统美德，积极配合既有住宅加装电梯

或者其他无障碍设施。”

在分组审议中，有常委委员介绍，这些年

政府部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下了很大气力，

有些甚至已经立项拨钱，但最后没有做成。

原因是加装电梯需要本单元百分之百的居民

同意，一楼二楼有住户认为挡住了自家房屋

的光线或者产生了噪音而不同意加装。

邓秀新委员建议，在相关内容后面增加规

定，一楼或者因装电梯采光等受到影响的，同

门栋其他住户或政府机构给予适当的补偿。

他举例说：“有的单位做得不错，把一楼扩了几

平方米给一楼住户，使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填平“数字鸿沟”

扫码付费、预约挂号、网上叫车……智能

手机的出现和普及，改变了以往的生活方式，

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老年人、残障人士不会付

钱，挂不上号，叫不到车的尴尬。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张荣华说：“数

字化出行服务在为各行业带来升级转型，为

年轻人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应避免给老年人

带来‘数字鸿沟’，让数字化出行能够普惠残

疾人、老年人等群体。”

以打车为例，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布

的《老年人出行现状调查报告》显示，74%的

老年人仍旧在路边招手打车。在使用手机软

件打车的老年人中，仅有 20%的老人能够不

求助于他人独立叫车。

卫小春委员对草案第 34 条提出了修改

建议。该条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基础

电信服务时，应当为残疾人、老年人等提供必

要的大字和语音信息服务”。“建议这个地方

增加‘人工服务’，修改为‘应当为残疾人、老

年人提供必要的大字、语音信息服务和人工

服务’”。

“因为人工服务还是一个传统的方式，也

是老年人、残疾人比较熟悉的方式。现在经

常是老年人对着屏幕就傻眼了，不知道该怎

么办。”卫小春委员说。

闫傲霜委员认为信息交流是双向的，不

是单纯的公共信息发送到残疾人或老年人那

里，还要有一个老年人或者残疾人表达真实

意愿的渠道。为此建议将草案第 29 条修改

为：“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残疾

人、老年人等获取公共信息、表达个人真实意

思提供便利；发布涉及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信

息时，及时、准确地向残疾人、老年人等传递

保障其安全的必要信息”。

邓秀新委员还关注到了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草案第 37条的规定——国家鼓励食品、药

品及其他商品配置盲文、大字等。他说：“我

认为对药品不是鼓励的问题，因为药品不像

食品和其他商品有替代性、可及性，药品有时

是唯一的，建议 37 条把药品单独列出来，即

药品应该配置盲文、大字。”

落地见效的决心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二审稿共八章

75 条。其中，用 3 个章节专章规定了保障措

施、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的内容。

“保障措施是促进无障碍环境高质量建

设最大的一个落脚点。专章规定体现了确保

这部法律实际落地见效的决心和举措，彰显

了力度。”吕世明委员表示，建设安全便捷、

多元包容的无障碍环境，是最终可以方便全

体社会成员改善生活品质、提高生活质量的

重要途径。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委员陈学斌提

出，在环境建设过程中，有很多违规设置障碍

现象，比如说设卡、挖坑、拉线、打桩、竖牌等，

对这些违规设置、影响他人便捷通行的障碍

应该在监督管理一章增加规定，“在公共场

所、道路等，设置固定障碍设施，须经相关主

管部门严格认证审批，违规者应责令拆除，情

节严重的给予必要处罚”，以此保证无障碍环

境建设更好地实施。

全国人大代表黄艳说，草案有比较明显

的激励性立法的特点，鼓励性的条文比较多，

约束性的条文相对少一些。建议适当增加约

束性条款的比例。

据闫傲霜委员介绍，在前期调研中发现，

无障碍设施建设实践中比较大的问题，主要

是没有或者是很少有强制性标准。她建议将

草案第 5 条修改成“国家应当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必要需求，出台相应

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强制性标准，鼓励引导乡

村建设符合相关强制标准，逐步缩小城乡无

障碍环境建设的差距”。“这样既规定了国家

在标准方面的责任，也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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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声民 声G

短视频公开晒娃要斟酌

本报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武陇慧

门前的大黄狗叫过三声，牧羊人安外

尔·麦木提敏早早搬出凳子，坐到了自家院

前。羊群蹚起的烟尘中，有人赶着羊越走越

近，“杨警官，热合麦特！”安外尔热情地打着

招呼，热合麦特，是维吾尔语您好的意思。

安外尔家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且末县塔

提让镇二苇场，这里只有老人一户人家，他放

羊时崴了脚，生活成了难题，想起有次帮忙找

羊的铁路民警留了电话，就试着拨过去。第

二天一大早，杨斌和民警王刚就专程带来了

消肿化瘀的红花油，杨斌是乌鲁木齐铁路公

安局库尔勒公安处且末站派出所副所长。

2022 年 4 月 16 日，和若铁路正式开通前两个

月,他就与战友们来到了这里，共同守护这

297.8公里的铁路。

与风沙共存

且末地处有“死亡之海”之称的塔克拉玛

干沙漠腹地，三面环沙，沙漠面积占全县行政

面积的近 40%，是国内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地

区之一。

经历 30多年的治沙，如今且末已经没有

了 20世纪 80年代“一碗米饭半碗沙”的窘况，

但全年浮尘、扬沙、沙暴、大风日数仍达 146
天。由于气候恶劣交通不便，当地一度人才

流失严重，很多年轻人都跑到外地讨生活。

和若铁路的正式开通，结束了南疆且末

等 5 个县不通火车的历史，极大便利了沿线

各族群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动南疆经济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随着且末站派出所设立，

一群铁路公安民警来到了这里。

已经入警 28年的所长卫勇长期在南疆工

作，他到且末当天，沙尘暴就来了个下马威。

天空突然毫无征兆地昏暗下来，能见度不足 1
米，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土味，刚打扫干净的

地面很快落下一层沙土，除了风声再听不见

其他声音。大风一场接着一场，民警们不同

程度地出现嘴唇干裂、嗓子肿疼、鼻子流血，

声音嘶哑……既然无法改变自然环境，那就

与它共存吧。扶犁开沟、躬身植树、挥锹填

沙、换土选苗……全所民警忙得热火朝天，派

出所门前一排排整齐的馒头柳延伸开来。

加强沟通联系

对于民警来说，当地老百姓无铁路安全

意识的问题亟待解决，牧民祖祖辈辈都是散

养放牧，早上把羊群赶出去就不管了，晚上再

赶回家，中间时间羊群是失控的，牲畜很容易

进入铁路防护网内。

所有工作从一张白纸开始干起，他们将

7 名干警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打印了 500 份，

“只要与铁路有关，任何事情都可以给我们打

电话。”这句话，来来回回不知道说了多少

遍。开展防诈骗宣传，进行铁路安全教育、消

防安全宣传……民警在巡查线路期间除了完

成好分内工作，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加强

与村民的沟通联系。

安外尔老人手中的电话号码，就是去年

铁路刚刚开通时，他翻进防护网找羊导致列

车停车后，民警对他开展铁路线路安全法制

宣传时留下的。

从一开始毫无铁路安全意识跑进防护

网找羊，到后来放羊时主动远离铁路防护

网，再到现在主动帮助民警看着铁路，只要

发现有人在防护网跟前放羊就立即打电话

“报告”，看着逐渐转变的村民，工作虽然辛

苦，但民警们乐在其中。 平常除了巡逻检

查，民警们还要充当临时交警、护送转场的

羊群过铁路涵洞、帮助驻守水源井的工人捎

买生活用品等。

肩上的责任很重

初春时节，尤其是东南风刮得最凶的时

候，杨斌便带着线路民警王刚和协警艾则买

提一头扎进茫茫沙漠中。他们要重点巡查和

若铁路依木拉克特大桥，查看防护网内有没

有漂浮物，怕风大吹到铁路上影响行车，还要

仔细观察防护网是否完整、底部间隙是否过

大，周边有无危及线路安全的各类风险，遇见

赶着牛羊的牧民还要多说几句不能在防护网

边上放牧……

两条绿带掩映的铁路，穿越沙漠、戈壁、

梭梭，延展至黄沙尽头。 天气说变就变。

突然间吹来一股热风，转瞬间，漫天黄沙汹

涌而来，将正在巡查铁路线路的民警们裹挟

其中。

天地一片昏黄，一列火车满载货物，安全

驶过依木拉克特大桥。民警王刚搓搓手，再

次查看桥下情况，应急逃生通道门锁是否松

动，这才顶着狂风，驱车返回派出所。

“天气热了，驴友增多，有些人喜欢躲在

桥下生火做饭，容易引发安全隐患。”王刚说，

“一阵风吹过，尽管感觉整个人都在晃，但我

心里很稳，因为肩上的责任很重。”

阅 读 提 示
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草案二审稿于 4

月 24 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多方

位化解出行、信息交流、服务获取障碍等

的举措被写入其中。在 4月 25日的分组

审议中，与会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就如何

进一步完善草案规定展开讨论。

“多网合一”助力社区治理
本报讯“陌生电话不要接，喊转账的信息不要信，要守好

你们的钱袋子哦。”近日，一场接地气的普法宣传在贵州省遵

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移民社区群众中展开。

据了解，为解决社区居住人口结构复杂、流动性强、管理

不规范等问题，当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常态

化组织社区党组织与司法部门联合开展活动。同时依托“党

建+居管事”和“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构

建街道、村（社区）、网格、联户的四级网格体系，通过一网多

用、多网合一的服务管理运行机制，助力社区治理。（王敏娜）

贺兰山隧道建设取得进展
本报讯 日前，由中铁十五局承建的贺兰山隧道1号斜井在

历时6个月后正式进入挑顶施工，进入正洞施工。标志着银巴

高铁贺兰山首条隧道施工建设取得新突破，全隧正在加速推进。

贺兰山隧道全长 8792 米，其中内蒙古段长约 7575 米，为

单线客运专线隧道，隧道内地质复杂，施工难度大。其中 1号

斜井工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是贺

兰山隧道工区中最偏远的一个。

据悉，包银高铁银巴支线预计 2026 年全线通车，将推动

内蒙古阿拉善盟与宁夏快速无缝连接，有效促进两地经济社

会发展。 （赵纯杰 张晓硕）

瑞典艺术家景德镇寻找艺术新人生
图为托尔斯滕·尤雷尔在景德镇一家咖啡店内（4月20日摄）。
瑞典艺术家托尔斯滕·尤雷尔于 2011 年来到江西景德

镇。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许多陶瓷大师和传统工匠，在与当
地人的交流中收获了新的知识和技艺。他说：“这里的一切
都是开放的，这对我了解中国文化和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
的帮助。” 新华社记者 唐如峰 摄

“自行车热”又回来了

骑行爱好者彭达（右一）和“花young”
户外车队队员在北京长安街上骑行。

曾经，自行车是国人最主要的交通工
具，留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

近年来，得益于交通部门对慢行交通
回归的引导，全国多地出台措施优化骑行
环境，居民绿色出行意愿不断提升。以北
京为例，日前北京市交通委公布数据，2022
年北京城六区慢行出行比例提高到 49%，
创 10 年来新高，其中自行车出行比例为
17.3%，较2020年上升1.9个百分点。

“骑行热”带动了自行车及周边产品的
热销，一批企业敏锐捕捉到了新的消费增
长点，迈出高质量发展的脚步。

如今，自行车又从记忆中走来，载着国
人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再度风靡大江南北。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