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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教育进校园
成长路上不慌张

本报记者 黄柱

近日，咸安区总工会在咸宁市银桂学校开
展“遵法守法、携手筑梦”维权普法进校园活
动，为近300名学生送去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普
法教育课。

讲课中，特邀律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
动鲜活的案例，解读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发展变
化、未成年人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如何保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等重要内容。让大家知道未
成年人到底有什么合法权益，怎样才能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对未成年人犯罪动机
以及如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展开讲解，引导同
学们增强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

同学们认真聆听普法内容，积极互动回答
问题，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课后，大家纷
纷表示，此次活动让他们对维权普法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而且还掌握了科学应对危险的方
法，增强了自我保护能力。

区总工会有关负责人表示，青少年阶段是
人生重要的成长时期，也是规则意识、法治素
养培养的关键时期，加强青少年普法教育尤为
重要。

冰雪天孕妇临产
干群接力送医院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郭芬芳

“我老婆要生了，车子打滑不敢开，医院的
救护车也来不了，请帮帮我！”2月23日上午10
时许，咸安区福星城小区网格员黄颖接到了居
民的求助电话。

“别着急，我马上跟书记报告，安排救援车
来。”黄颖一边耐心地安抚家属，询问孕妇情
况，一边请同事将情况汇报给社区应急救援组
组长谢医。

上午10点10分，谢医开着救援车，带领社
区工作人员赶往福星城，清除道路积雪，开辟
出一条安全通道，保障孕妇的出行安全。

“真是把我们急坏了，看到你们，我们就放
心了。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孕妇家人激动地
说。10点38分，在社区应急救援组的护送下，
孕妇及家属平安抵达市中心医院，顺利分娩一
名男宝宝。

据了解，连日来，十六潭社区积极发动辖
区党员志愿者成立应急救援队，并安排两辆应
急救援车全天候为急需出行就医的居民以及
独居老人、特殊群体提供接送、代购等暖心服
务。截至目前，已为居民提供服务60余次，得
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天寒地冻人不冷
紧缺药品送上门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李娟

2月23日一早，咸安区温泉街道金叶社区
工作人员接到住在廉租房独居老人杨红云的
求助，杨奶奶表示自己独居，腿脚不太方便，儿
女又不在身边，目前自己的高血压药吃完了，
希望社区能帮忙代买一些降压药。

网格员樊荣立即前往老人家中，了解老人
身体情况并详细询问需要购买的药品类型，随
后顶着寒风到社区卫生服务站帮助其代买药
品。樊荣把药送到老人手中，并详细告知其服
用方式。

“太感谢你们了，冒着冰雪来给我送药，
你们就跟我的亲人一样。”杨奶奶拉着樊荣连
声道谢。临走前，樊荣还特意叮嘱老人要注意
取暖安全，尽量减少外出，有困难就打电话找
社区。

金叶社区负责人表示，只要群众有需要，
社区就会第一时间提供贴心服务。

公交服务暖人心
群众致谢寄锦旗

本报记者 庞赟 通讯员 牛钰皓

近日，咸宁枫丹公交公司1路公交车司机陈
师傅收到一个来自北京的包裹，里面装着一面写
有“人民公交助人民热情服务暖人心”的锦旗。

2月12日上午，陈师傅在自己驾驶的1路
公交车上巡视车厢。在一个座位下面，他发现
一部黑色智能手机。“可能是哪位乘客遗失
的。”陈师傅将手机捡起来，妥善保管好。

这边，乘客叶先生下车不久，就发现手机
落在公交车上了。通过拨打丢失的手机，叶先
生与陈师傅取得联系。陈师傅当即赶到约定
地方，将手机归还给叶先生。“非常谢谢你特地
赶过来送手机，手机里有好多重要的资料，要
是丢失了，麻烦得很！”叶先生握着陈师傅的
手，感激万分。

陈师傅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谁知道几
天之后，叶先生千里迢迢从北京寄了一面锦旗
过来。叶先生说，他赶着回北京上班，为表示感
谢，特地在北京制作了一面锦旗，邮寄回来。

“这面锦旗将成为我工作中最珍贵的回
忆，也将激励我更加努力地为乘客提供优质服
务。”手握锦旗，陈师傅坚定地表示。

百姓话题

小区居住环境与居民息息相关，改造
老旧小区更是事关百姓福祉。

近日，记者走进咸安区温泉街道花坛
社区汇泉小区，现场机器声轰鸣，小区内正
在进行路面硬化和天然气管网铺设工作。

汇泉小区由工行小区、日报小区、工会
宿舍、老科委小区、计量所宿舍、原粮食局
宿舍等6个单位小区宿舍组成。该小区由
于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小区基础设施
老旧、整体居住环境较差，改造居住环境，
是小区居民们的迫切需求。

“以前小区环境不怎么好，因为小区
涉及多家单位，几个片区都用院墙隔开了，
给居民出行带来很大不便。”居民袁建军
说道。

小区怎么改造，如何改造？花坛社区
在改造过程中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

“小归大、散归整”连片理念，将改造的决策
权交给居民，采取多开会、多宣传、多协商、
多跑腿的“四多”工作法，通过入户征求居
民意见、召开居民大会等，在该小区内广泛
征求居民意见建议，优化小区改造方案。

小区改造期间，社区发现小区宿舍一
处变压器不仅影响出行，而且存在安全隐

患。结合居民迁移诉求，社区立即将此项
隐患问题上报温泉街道旧改办。

“社区通过收集居民的一些需求和意
见建议，上报上级部门，联系相关部门多次
沟通协商，成功将变压器迁移到安全位置，
解决居民出行不便和安全隐患问题。”社区
居委会副主任汪珊说。

小区改造提升，让居民感受到了满满
的幸福感，大家纷纷点赞。“我感到很高兴，
住在这里30多年了，现在幸福感也提升了，
满意度也提高了。”袁建军看到小区的改
变，开心地说道。

目前，该小区正在进行路面硬化、天然
气施工和水改施工，并将小区环境整治纳
入计划，通过发动居民共谋、共建，进一步
改善小区整体环境。

下一步，社区将进一步凝聚居民的力
量，共同解决小区及后续的管理问题，让居
民生活更舒适、更幸福。

共谋小区改造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胡晓轩 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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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二：口袋运动地
1月 30日傍晚，咸安区香城小游

园热闹起来：长廊下，爱下棋的老人面
对面切磋棋艺，周围站满了观战的棋
友；塑胶广场上，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正在锻炼的市民周女士告诉记
者，在老旧小区改造中，居民健身广场
也同步“提档升级”，让居民们走出家
门就能就近健身锻炼。

香城小游园的健身设施齐全，建
有单杠、扭腰器、健身车、腰背按摩器
等设施。正在小游园打太极的66岁李
大爷表示，小游园刚投入使用时，健身
设施比较少。

他说：“去年，小游园新增一批健
身器材，包括腰背按摩器、伸腰训练
器、双位扭腰器等。以前，我都要坐车
去市人民广场打太极，来回路上要花
将近一个小时。这些新增设施特别
好，打太极前我可以在健身器材上舒
展身体。现在，从我家走到小游园只

要3分钟，非常方便。”
香城小游园的运动场，是在城市

用地紧张的情况下，咸安区为解决“健
身去哪儿”问题想出的办法。

“为保障健身场地，我们对城区空
闲地、边角地等空闲资源进行系统梳
理，摸清可利用的底数。”市体育事业
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增加场地
的同时，还充分利用闲置资源，安装健
身设施，满足大家的健身需求。

家住咸安区香城公馆的市民李晓
芳，每天吃过晚饭，都会约上几个邻
居，一起到家门口的小游园跑一跑。

近两年，口袋公园的角落里，陆
续安装了健身设施。“早上 6点半起
床，给孩子做完早餐，换上衣服就去
口袋公园健身，锻炼身体各部位的器
材都有，特别全。”李晓芳发现，自从
有了器材，口袋公园的人气比以前更
旺了。

镜头一：小区健身场
“现在可好了，不用出小区就可以

打球了。”1月30日，咸安区学府社区
人事小区居民刘先生高兴得合不拢
嘴，在新建好的篮球场上，与几位居民
拼抢正酣，大家欢声笑语，享受着家门
口运动带来的快乐。

记者看到，蓝红色悬浮地板、篮球
场、羽毛球场齐齐映入眼帘，大型活动
区还引得不少热爱运动的居民来此运
动健身，孩子们也开心得很，这里俨然
成了小区新的“打卡地”。

人事小区老人居多，原本活动场
所的水泥地凹凸不平，老人们活动不
方便不安全成了大家普遍关注的问
题，再加上小区活动场地不足，让不少
热衷运动的居民无处施展。

“我们去年接到了许多居民的诉求，
他们提议将小区的闲置场地改造成篮球
场，满足居民日常锻炼休闲的需求。”人
事小区党支部书记龚志平告诉记者，为
了将这一想法付诸实际，小区党支部和
业委会积极与咸安区体育部门沟通，经
过专家实地勘察并制定初步改建方案。

项目在推进中面临着资金的缺
口，不过很快，小区居民通过热情高涨
的募捐，解决了这一问题。“我们有36
户居民，自筹了1.6万元。”小区第一书
记欧阳为林说，自筹倡议书发出后，小
区居民积极响应，仅半天，业委会就收
到了全部住户的捐赠信息。

“这个篮球场的建立有我的一份
功劳，我一定要好好使用它。”刘先生
的脸上满是自豪与骄傲。运动场上欢
声笑语，小区居民尽情享受着运动带
来的喜悦与满足。

小区居民戴先生与他儿子也是篮
球场众筹捐款者，父子二人看到新落
成的篮球场，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他告诉记者，篮球场承载了小区居民
的期盼：“我们会发扬主人翁精神，参
与维护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今年以来，我市一批体育设施建
成投入使用，让市民有了更多的运动
场所。目前，全市运动场地面积已达
到623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到2.43平方米。

镜头三：公园智能区
周末，市人民广场满眼绿色，空气

清新。广场上，前来拍照、锻炼，亲近
自然、享受暖阳的市民络绎不绝。

活动小广场是孩子们的天堂，家
长带着他们在这里奔跑玩耍；丛林跑
道上，散步的人群已开启了崭新的一
天；健身广场内的健身器材，被晨练的
人群占领；空地上，跳操、舞剑、打太
极；不远处还有人打羽毛球，充满了欢
声笑语。

市民陈爹爹正在使用健身车，他
告诉记者，因为自己之前中风了，为了
加快康复，他每天都要来这里锻炼，这
些设备既安全又好用，非常适合老年
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他已经
能够正常行动了。

记者注意到，该处智能健身器材
包括健身车、腹肌板、椭圆滑雪器、转
轮训练器、上肢牵引器、智能扭腰器、
竞赛健身车等等，每个智能健身器材
上都安装有遮阳棚、太阳能灯和手机
USB充电接口，市民在运动过程中，这

些健身器材设备上安装的电子屏能实
时显示运动时间、运动次数、消耗能量
等多项数据，并语音播放动作要领和
运动指标，帮助健身者规范动作。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这些设备非
常实用，有语音播报和使用提醒，让我
们能安全、科学地使用，还可以听音
乐，所以很吸引人。”市民胡婆婆告诉
记者。

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为了更好地引导市民科学健身
锻炼，打造健康生活方式，我市在一些
公园健身步道、市体育中心、市全民健
身中心都打造了智能健身设施，为广
大市民尤其是老年人提供更加良好的
环境和体验，增强他们参与全民健身
的积极性。

从对老旧小区体育设施进行提档
升级，到利用“城市边角地”补齐全民
健身设施短板，再到打造智能化、一体
化健身空间，快乐健身成为咸宁人触
手可及的“小确幸”。

2月22日早上6点半，暴雪、大风、冰
冻，一夜之间，整个赤壁市变身冰雪世界。
赤壁市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为了不耽误患
者治疗，顶风冒雪，陆续步行上班。

7点半，血液透析中心医生查房，发现
有几位路途远的透析患者还未来院。重度
尿毒症患者如果中断透析，可能会因各种
并发症危及生命。

“医生，怎么办呀？外面路上好大的
雪，公交车临时停运了，也拦不到的士，我
老伴来不了医院，您是知道她的病情的，如
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可能会因高钾血症或
急性心衰危及生命！”正为此担心时，医生
们又接到了患者田嫂家属的求助电话。

田嫂今年58岁，自2017年11月就在医
院进行血液透析治疗，每周3次，至今已经六
年多了。她家在赤壁市凤凰山2路车终点站
的后面，位置比较偏僻，出行非常不便。

透析中心副主任医师王钢和护士长陈
锐立刻将患者就医困难情况向医院报告，
医院领导非常重视，立即组织资深医生和
护士长组成临时医护小组，协助120救护车
接送路途远的患者。

赤壁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祝敬华，肾
内科主任邓凯萍第一时间来到透析中心，
仔细询问每一位被困家中患者情况，指示

务必要将每一位患者安全顺利地接到医院
来，按时治疗。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赤壁市人民医
院医务人员闻令而动，迅速反应。

120救护车在湿滑的路面艰难前行。
行驶过程中，遇到了积雪深厚，树枝压断等
堵路情况，医务人员紧密合作，迅速下车，
清理积雪、清理树枝，打通堵塞道路。

到了患者家中，医务人员耐心搀扶患
者上车。中途，医务人员及时处理患者突
发状况，安慰并鼓励患者。

通过多次往返，医务人员终于将所有
被困患者安全顺利送到医院，使所有危重
患者都得到了及时治疗。

面对冰雪考验，行动是最好的融雪
剂。除了接送危重患者，医院还增加急救
人员及120救护车排班，确保因寒冷天气导
致心脏病突发等危急重症患者能够得到及
时抢救。

此外，该医院还组织党员干部破冰除
雪，清理医院及周边道路积雪，打通生命急
救通道；医院还为冒雪来院就诊的群众，免
费赠送热饮。

一项项举措，一份份温情，医务人员用
实际行动践行着医者使命，让广大群众无
论何时何地，都有“医”靠。

打通生命通道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陈影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许立

近日，在天洁知书城小区内健身器材处，
市民正开心地健身。 记者 张仰强 摄

日前，龙潭河心岛附近，市民们在健身步道
上骑行、散步。 记者 夏正锋 摄

日前，市人民广场健身器材区成为市民茶余饭后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记者 夏正锋 摄

就在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