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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由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商洛彩虹公益中心、市新华书店等单位共同
举办的“爱心妈妈伴成长”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在市科技馆举行，20多名困难家
庭儿童走进市科技馆学习科技知识，并观看影片《舞狮少年》。

（本报记者 杨 鑫 摄）

为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5月29日，丹凤县人民法院庾岭法庭
法官深入田间地头，通过“拉家常”“讲案例”、发放宣传册等方式，向群众解读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内容。

（本报记者 张 英 摄）

5月30日，商洛市交警支队商州交警大队开展“法润平安 文明相伴”普法宣
传活动，通过现场宣讲、展板解说等方式，现场为市民解读一盔一带、文明驾驶等交
通行为的重要性。 （本报记者 米子扬 摄）

端午将至，为弘扬民族文化，关爱老年群体，6月2日，市汽车客运站“爱心飞
扬”志愿服务队走进杨斜敬老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为老人们送去了粽子、油糕、
西瓜、米面油等慰问品。 （本报记者 杨 鑫 摄）

初夏时节，一堂堂乡音课堂在镇安
县西口回族镇的田间、院落如火如荼地
展开。大家围坐一圈，你一言我一语，
零距离的“板凳会”“微课堂”为宜居宜
业乡村建设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头雁微课堂”传递党的好声音

“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
设水平和乡村治理水平是今年省委一
号文件突出的重点内容之一。”

“把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摆在突出
位置，提出了稳住工资性收入、增加财
产性收入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以后我
们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

……
连日来，岭沟村第一书记与村民

们围坐在一起以“拉家常”的形式，把
省委一号文件中提出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以群众愿意听、听得懂的
家常话讲出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宣
讲现场十分热闹。

近年来，西口回族镇坚持“本土
化”原则，邀请了老党员、退役军人、

第一书记、乡贤能人等“变身”主讲
人，变照本宣科、枯燥无味为通俗易
懂、充满趣味，让群众愿意听、愿意
信、愿意行。

“田间微课堂”激活产业发展动力

“西红柿种子种下之后，不用过度
地浇水，地膜覆盖下的土壤保持湿润
就行了。”在青树村的高山有机蔬菜大
棚里，种植户们不停地提出问题，技术
员耐心地讲解着从南京引进的水果西
红柿的种植办法，并细心指导村民们
一根根进行绑带。

今年以来，青树村坚持将“农闲
地”变“增收地”的特色产业发展思路，
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劳动力优势，提
高土地利用率，让水果西红柿、贝贝南
瓜、羊肚菌等农作物成为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国家出台了很多惠民利民的好
政策，现在我们农村的生活越来越好
了，农民的收入也越来越高了，我们要
积极学习先进技术，撸起袖子加油

干。”青树村村民老张干劲十足地说。

“院落微课堂”解决村民烦心事

聚焦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感情纠
葛等矛盾纠纷，西口回族镇通过开展

“院落课堂”，引导各方力量群策群力
化解各项问题。

“大家上次反映二组路被冲毁的
问题，已经向上反映了，很快就会拿
出解决方案。”“上次给村上说我娃上
学路远，村上赶紧帮我在镇上找了地
方租房子还便宜得很，现在娃上学方
便多了。”

截至目前，西口回族镇开展“院落
微课堂”30 多场次，现场化解矛盾 42
起，解决问题 24 件，通过“院落微课
堂+”开展矛盾纠纷化解、问题处理活
动，推动了邻里间友好和睦相处，有效
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板凳微课堂”倡树文明新风

西 口 回 族 镇 依 托 和 谐 大 院 、永

兴大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阵地
资源，开设“板凳微讲堂”，让村民们
自 己 选 出“ 文 明 家 庭 ”“ 身 边 好 人 ”

“好媳妇”“好孝子”等乡风文明正面
典型户（人），将其事迹和照片公布
于“红榜”之上，感召教育群众，引导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见贤思齐、崇德
向善，自觉破除陈规陋习，树立移风
易俗新风尚。

“自从有了红白理事会，我们村的
红白喜事就有人管了，志愿服务队专
门强调‘喜车不过十、礼轻情意重’，还
协助操办酒席，真正减轻了大家的经
济负担，我这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
村民老王竖起大拇指。

板凳课堂里，大家围坐一圈讲述
着村子里的变化。村民小谢激动地说
道：“这几年，我们村整体风貌变化很
大，基础设施逐步健全，土路变水泥
路、旧房换新房、走夜路有路灯，想活
动有文化健身广场，村庄环境越来越
好，腰包也越来越鼓了！我们要听党
话、感党恩、跟党走，为我们家乡的发
展出力作贡献。”

“微课堂”助力西口乡村建设治理
本报记者 马泽平 通讯员 倪 娅

在商洛，名医张青华的名字在同
行和患者心中有着极高的声望。他从
医 50 多年，治愈了无数骨科疑难杂
症，获得过诸多荣誉，是提升商洛骨科
医疗水平的领军人物。张青华在多家
市级医疗机构担任过主要领导，其中
商洛市中医医院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
的地方。“20 世纪 80 年代，作为商洛
市中医医院的首届领导班子成员，我
参与了市中医医院的创建，时隔几十
年回到这里，又见证了医院蝶变换新
颜。”张青华说。

如今的商洛市中医医院，无论是
整体规模、环境面貌、学科数量、就医
条件等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并
已成功创建“三甲”，跨入全省医疗机
构第一方阵。医院快速“蝶变”的根源
何在？在张青华的讲述中，串联起了
商洛市中医医院一步一个脚印的高质
量发展之路。

5 月 11 日，在商洛市中医医院骨
三科，前来就医的患者络绎不绝。“前
些年，中医院可以说是门庭冷清，医
生比病人多，病床也是常年空着。现
在，医院门口车水马龙，医院在现代
化管理、医疗水平提升、医护人才培
养等多方面都有了跨越式发展，这一
切都来源于医院党委的坚强领导。”
张青华说。

2018 年，商洛市中医医院迎来新
一届领导班子，也是这一年，张青华应
邀回到商洛市中医医院担任名誉院
长。“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医
院确定了‘业务提升、收入增长、形象
改善’的工作目标，以及‘挖潜力、补短
板，扩规模、上水平’的工作思路，为医
院的下一步发展明确了方向。同时，
建立了党委领导、院长负责、党务行政
工作机构齐抓共管的医德医风工作机

制，形成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互
结合，让医院的各项工作都阔步向
前。”张青华说。

党建引领是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良方。在发展过程中，商洛市中医医
院始终坚持以党建为统领，将党建与
业务工作融合，根据医院改革发展实
际，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与服务水平，
稳步提高患者满意度与医院美誉度，
推动医院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6
年来，商洛市中医医院管理工作的规
范化、科学化水平显著提升，先进医
疗设备配置水平发生突破性改善，学
科建设和服务能力进入新阶段，医院
科研工作和中医特色发展取得新突
破，完成新院区整体搬迁，基础建设
迎来新机遇，顺利完成“三甲”医院创
建工作，跨入全省及全市医疗机构第
一方阵。

“近年来，医院的大事、喜事不
断，尤其是 2023 年，这是建院 45 年
以来最值得铭记的一年，也是市中医
院筑梦、圆梦的一年。”张青华说。去
年，商洛市中医医院实现了整体搬
迁，占地面积和总建筑面积由原来的
19.5 亩 、2.43 万 平 方 米 分 别 增 加 到
42.5 亩 、6.1 万 平 方 米 ，职 工 人 数 由
609 人增加到 1051 人。

“搬迁到新院区后，医院持续强
化学科建设。就拿我们骨科来说，在
老院区时只有 2 个病区，从业医师不
到 10 人，现在我们骨科已经发展壮
大为 4 个病区，医生也增加到 24 人。”
张青华说。商洛市中医医院坚持以
学科发展、队伍建设作为强院之策，
持续推进学科强势发展。去年以来，
先后新开设眼科、耳鼻喉等 12 个临
床科室，独立设置了急诊、呼吸等 6
个临床科室。学科规模由原来的 15

个病区、24 个临床科室扩大到 35 个
病区、58 个临床医技科室，总床位数
由 509 张扩展为 1000 张，迅速发展
成为学科门类齐全、服务功能完善、
具有鲜明中医特色和中医优势的综
合性中医医院。

近年来，市中医医院坚持“人才强
院”战略，通过招聘、引进等方式，进一
步加大各类人才特别是学科带头人和
骨干人才的引进，加大应届大学生的
招聘力度，不断提高专业技术队伍的
数量和质量。通过组织骨干医师和护
士长轮流参加管理培训、选派人员外
出进修学习、“师带徒”等形式，加强人
才培养工作。搬迁至新院区后，医院
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再跃新高，团队式
引进专业人员 256 名，全年柔性引进
高层次人才 35人，招聘硕士研究生 22
名、本科生 61 名，聘请 12 名国家级省
级名中医坐诊，累计培养省级以上各
类中医骨干人才 21 人，全院正高副高
级 职 称 人 数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55% 和
65%，人才队伍空前壮大。

随着医院专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提
升、先进医疗设备的不断增加，诊疗服
务水平的不断提高，医院的就诊人次
也直线式增长，越来越多的患者慕名
而来，医院的救治能力在商洛也有了
较好口碑。就诊人数是反映医院变化
最直观的数据。去年全年诊疗人次和
出院人数同比分别增长 112.81%和
128.73%，均实现翻番增长，创造了历
史新高。

2024 年 春 节 前 夕 ，一 位 101 岁
的老人因不慎摔倒导致右侧股骨颈
骨折，被送往商洛市中医医院进行
救治。“高龄老人骨折，往往由于心
肺功能较差、伴有基础疾病等原因
导致手术风险较大，但是如果不进

行手术，骨折的痛苦将会伴随患者
终身。”张青华说。为使老人早日解
除病痛，张青华带领骨伤三科医护
团队会同医务科、心病一科、呼吸与
危重症科、手术麻醉科对老人的病
情进行全面充分的讨论评估，在与
家属商议后，决定尽快为老人实施
人工股骨头置换术。在医院多部门
的协作下，手术顺利完成。“术后一
周，老人已经可以扶助行器下床活
动，半个月后老人平安出院，目前恢
复状况很好。”张青华说。

帮助老年骨折患者重拾信心，提
高生活质量，享受健康晚年，是商洛市
中医医院以患者为中心、人性化医疗
服务的一个缩影。为增强群众就医满
意度、获得感、安全感，改善人民群众
看病就医感受，医院深入推进优质服
务体系建设工作，通过开医患沟通模
式培训会、窗口服务礼仪专题培训、中
医技能培训，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
等方式，强化服务意识，改善就医环
境、优化服务流程。

“再次扎根市中医医院，我看到
在医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医院的
一项项技术从无到有，一个个科室
做大做强，一份份荣誉纷至沓来，不
断 书 写 着 新 的 发 展 篇 章 。 展 望 未
来，我相信市中医医院开拓创新、激
流勇进的脚步将会更加铿锵有力，
成为商洛群众健康的坚强后盾，为
商洛高质量发展贡献医疗力量。”张
青华说。

看 商 洛 市 中 医 医 院 蝶 变
——访市中医医院名誉院长张青华

本报记者 米子扬

气排球运动起源于我国，因其简
单易上手，受众群体广，发展至今已
吸引众多爱好者加入其中。气排球
在外观上与硬排球相似，但体积更
大，跟篮球相似，重量却不足硬排球
的一半，表皮用料也更加柔软有弹
性，有着优秀的打击感。一场气排球
通常是五至六人为一队，气排球的场
地相比硬排球则要更小，由两个6m×
6m的方格拼接而成，中间的交界线为
中线，距离中线两米处设置有限制进
攻起跳点的限制线（也称两米线）。
为了便利，我们也可以直接以羽毛球
场地的外边线和内底线为外边界作
为气排球场的场地。

气排球的球体圆周为75—78厘米，
重量轻，约为120—125克；质量轻、材质
软在空中移动缓慢、容易控制。球网较
硬排球网低，男子网高2.10米，女子网高
1.90米，混合网高2.00米。需要注意的
是，由于气排球质量轻、材质软一般来

说并不采用硬排球式的小臂垫球，那样
很容易将球击飞，而是采用十指触球的
接球法，双手掌心朝上，十指自然张开，
全手指触球。

气排球比赛采用每球得分制，即
胜一场球得一分。胜一场：比赛采用
三局两胜制，胜两局的队为胜一场。
当1∶1平局时，进行决胜局（第三局）
的比赛。胜一局：第1、2局先得21分
同时超过对方2分为胜一局，当比分
20∶20 时，比赛继续进行至某队领先
两分为胜一局。决胜局：当领先方得
到8分时双方队员交换场地，比赛按
照交换前的阵容继续进行，先得15分
同时超过对方2分的队获胜。当比分
14∶14 时，比赛继续进行至某队领先
两分为胜一局。

气排球运动基本知识

排球运动科普知识排球运动科普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浩
楠）“我们双方一致认为，简办
婚礼不等于减半幸福，所以选
择了简办婚礼，不请乐队歌手、
不备豪车礼炮、不上豪华烟酒、
用家常便饭来招待前来祝福的
客人，这种形式避免了我们双
方家人过重的负担……”5 月
23 日，洛南县洛源镇吊棚村二
组村民刘欢家中彩带飘舞，热

闹非凡，在简单的环节中，婚礼
顺利举行。

婚礼当天，由村“两委”干
部以及乡贤能人组成的监督
队伍一大早就来到婚礼现场，
一边对婚礼的操办情况进行
监 督 排 查 ，一 边 化 身“ 服 务
员”，为操办婚礼的主家帮忙
端盘上菜、收拾桌椅，用自己
的行动为这对新人送上最诚
挚的祝福。

对 于 简 办 婚 礼 ，刘 欢 的
父 亲 刘 龙 山 说 ：“ 村 里 开 展

‘ 四 种 陋 习 ’整 治 ，正 是 回 应
群 众 关 切 的 举 措 ，我 和 我 的
亲 家 都 非 常 支 持 ，通 过 院 落
会 、红 白 理 事 会 等 方 式 倡 导
文 明 新 婚 ，改 变 过 去 大 操 大
办 的 现 象 ，并 将 简 办 喜 事 纳
入村规民约，限制高价彩礼、
铺 张 浪 费 ，我 们 都 觉 得 特 别
好 ，用 自 己 家 的 饭 菜 招 待 客
人，既减轻了主人家的负担，

也让宴席更加卫生、健康。”
今 年 以 来 ，洛 源 镇 以 开

展“四种陋习”专项整治为抓
手，不断强化宣传引导，积极
挖 掘 典 型 事 迹 ，在 全 村 范 围
内 营 造 新 时 代 婚 嫁 文 明 新
风 ，营 造 健 康 向 上 的 社 会 新
风 ，在 一 场 场 简 办 婚 礼 的 示
范 带 动 下 ，年 轻 人 也 开 始 在
结 婚 这 桩 人 生 大 事 上 做“ 减
法 ”，选 择 更 加 简 约 、有 意 义
的 方 式 来 进 行 ，卸 下 爱 的 负
担，让幸福回归。

婚事简办 新人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