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3日上午，咸安区希望桥社区
联合咸宁辛勤医院、爱尔眼科、湖科口
腔医院在翰林名都小区开展“情暖端午
节 义诊送安康”活动，关爱社区居民身
心健康，增强居民的健康意识，养成良
好的生活方式和科学预防能力，提升生
活质量。

活动中，医生们为居民现场开展测
血压、血糖、B超、视力检查、口腔保健、肠
胃和幽门螺杆菌、痔疮预防等项目，耐心
地向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居民答疑解惑，
普及各个方面的健康知识，为不同的居

民提出不同的诊疗方案，得到了辖区居
民的一致好评。

“这个义诊真是好，刚好想去医院做
个B超的，这不省了钱还省了时间去排
队，社区服务真周到。”前来参加义诊的
周女士开心地说道。

“零距离”服务，不忘“分类”宣传，健
康环保齐步走。借此机会，社区同步开
展了生活垃圾分类、新型婚育文化倡议
等宣传工作，普及健康生活知识，共服务
小区居民120余人次，发放健康宣传册
150余份。

接下来，希望桥社区将继续“为民办
实事办好事”，加大为民服务力度，提供
便民、利民、惠民措施，让居民归属感、幸
福感更强，让社区与居民的距离更近。

医生摆摊义诊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程行

百姓话题

自国家实施药品耗材“带量采购”政
策以来，市医疗保障局不断优化工作机
制，创新药品、耗材带量采购降价成果落
地模式，推动药品、高值耗材在我市轮番
降价。

咸安区双溪桥镇浮桥村60岁的村民
丁旭虎是我市4万名心血管疾病患者中
的一员。2011年，他因冠心病植入一个
支架，当时一个支架2万多元，加上手术
配套的球囊、导管、导丝等耗材，以及造
影、检查等，总费用达到4万余元。虽经
医保报销后，他还自付了2万余元，对于
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仍然负担沉重。

2021年，我市同步落地心脏冠脉支
架带量采购成果，价格仅是原先价格的
零头，正式步入“百元级时代”。

今年4月初，丁旭虎胸痛复发在市中
心医院再次植入支架，出院结账时，丁旭
虎看着账单上的数字都不敢相信自己的
眼睛。

“我用的这款进口药物洗脱支架，之
前还要8200元，如今仅需648元。像冠
脉扩张球囊、精密输液器，包括常年使用
的一些慢性病药物，也都降到了‘白菜价
’。这项医保政策特别好，实实在在帮我
省下了不少钱。”谈话间，丁旭虎的脸上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支架大幅降价后，患者面对手术有
了更好的自主选择性，患者的生命健康
得到更大程度的保障。”市中心医院心内
科主任医师说，如今他与患者沟通起来
更融洽了，费用的降低提升了医院的形
象，减少了医患纠纷。

其实，在更早之前，丁旭虎就已经尝

到了“带量采购”带来的甜头。
2019年，国家“4+7”药品集中带量

采购扩围在我市落地，药品“断崖式”的
降价，在我市掀起了阶段性的购药热潮。

为确保“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顺利落地，使群众及时用上价格更低
廉、质量更高的药品，市医保局就如何落
实相关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分析，形成了
详细的执行方案。

市医疗保障局负责人更是带领工作
人员前往市直医院对药品价格执行、政
策宣传引导、医院HIS系统维护、药品采
购及配送到位等情况进行了巡查，直接
公布经办人员手机号码，建立微信工作
群实时协调解决供应问题，建立集采预
付管理系统，实现医保基金与中选企业
直接结算，以确保患者在第一时间享受
到国家政策带来的红利。

丁旭虎出院之后，每天服药的种类
有7种，其中包含常年吃的降糖、降压
以及植入支架后的抗血栓等药物。三
种价格昂贵的进口药，降幅都达到90%
左右。

“以前光我一人吃药，就花费了家里
一半的收入。现在药品和耗材的降价，
让我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日子过得宽
裕多了。”丁旭虎说。

在让百姓能“看得起病”这件事上，
医保部门坚守使命，主动作为，除了做好
落实国家组织的集中采购必答题之外，
还积极参加各省际联盟药品、医用耗材
带量采购，不断扩大集采覆盖范围。

患者高远由于肝脏不适需长期服用
甘草酸二铵。近日，他去买药时发现自
己常吃的药降价了，他翻出账本告诉记
者：“以前每片6毛左右，现在每片3毛

多，降了一半，一年下来的药费能节省
3500多块钱。”

这源于省际联盟组织的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工作。今年，省际联盟集中带量
采购共包含35种常用药品19个短缺药
品，涵盖心脑血管疾病、肝脏疾病、糖尿
病、消化道疾病等四大类临床常用药，中
选结果执行后将有好药、便宜药进入患
者“药篮子”。

“与国家、省际区域联盟相比，市州
层面人口相对较少，采购体量小，议价
能力相对有限，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很
有必要，所以，我们积极加入国家、省际
区域性联盟带量采购，让更多药品、高
值医用耗材价格降下来，特别是人工关
节从均价4万5降到8000左右，种植牙
从均价9500元降至1000左右、脊柱类
耗材从 33000 降至 4500 元左右等等，
成效非常明显。”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

“以前企业营销成本特别高，中间层
层水分，让老百姓看病多花了好多钱，集
中带量采购现在干的事就是要把这些水
分全挤掉。”市医保局工作人员上官征曾
有幸被抽调参与这项工作，能挤出产品
价格虚高的水分，让他充满了自豪感。

近年来，我市常态化落实国家药
品、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累计
药品集采 603品种，平均降幅 53%，医
用耗材集采 31个种类平均降幅 82%，
全市累计采购中选药品24679.2841 万
片/万支/万袋，在全省集中带量采购工
作通报中排名第一，直接减轻患者医药
负担2.47亿。

6月3日，咸安区温泉街道泉塘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湖北科技学
院“青囊相携”中医药宣讲团开展“巧手
做香囊 快乐迎端午”活动，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志愿者分别向居民们介绍了端午
节熏艾叶、佩香囊的习俗。端午节佩戴
香囊，不仅是传承文化，也是基于中医
药“治未病”的思想，将中医药知识与传
统习俗相融合，以香辟秽，祛湿化浊。

志愿者马梦雨向大家讲解了中医
药源于传统医学“衣冠疗法”，通过口鼻
吸入，皮肤经络吸收而发挥避秽浊、防
御疾病的功效，还介绍了香囊的发展历
史、种类和驱蚊香囊的配方等。

中医科程岚主任介绍，香囊遴选9
种中药材，有麻黄、大黄、白芷、艾叶、

藿香、羌活等，主要作用是芳香化湿，防
蚊驱虫。“香囊针对端午前后人们身体
湿气旺盛的特点，每味药的配比也十分
讲究。”

在志愿者的引导下，大家积极地参
与到香囊制作当中，将各种药材按比例
细细捣碎，然后装进香囊，不一会儿，一
个个简易的香囊便制作出来了，大家闻
着亲手做的香囊散发的清香时，内心充
满了喜悦。

“佩戴香包作为端午节的重要传统
习俗之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
厚的情感寄托。”居民陈女士说，过去，
人们会在端午节期间佩戴香包，以祈求
健康和平安。如今，这些精美的香包已
经成为展示传统文化、传递情感的重要
载体。

巧手制作香囊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任婧

门前系挂艾草
本报记者 王恬

端午临近，各菜市场里出现了不少
售卖菖蒲、艾草的小摊贩，1元一把，路
过的人们都会顺手买上一些，生意十分
火爆。

在三号桥菜市场，艾叶的价格是1
元一把。一把大约10根，单枝长度约
60多厘米。居民刘女士和儿子正在菜
市场门前买艾叶。刘女士告诉记者，买
艾叶其实是过节买个心情。

端午时值仲夏，是皮肤病多发季
节，民间流传着“五月初五”用艾叶、菖
蒲洗澡驱蚊，可以驱走疟疾，能够安全
度夏的说法。

市民胡女士说，端午在家门前系挂
艾草是传统习俗，艾叶的药用效果也不
错，端午过后可以存放在家里。等到冬
天家里人感冒的时候，用热水泡艾叶熏

脚特别管用。
除了艾叶外，市中医医院和一些中

药店推出的香包也受到市民的欢迎。
记者从市中医医院了解到，近几日有不
少市民都会到医院里去购买一些中药，
然后由药房制成香包，放在家里或者佩
戴在幼儿身上。

居民魏大爷今年71岁了，老家是
通山的。他说现在市场上很少有野生
的艾草，基本都是人工种植的。而他自
己买艾草已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平时在
药店买，端午时候就在市场买。

“主要用它来洗澡泡脚。烧了能
驱家里的蚊蝇，泡脚洗澡治皮肤病，做
艾条可以艾灸，叶子也能煮鸡蛋茶
喝。”魏大爷说，艾草有“百草之王”的
美誉。

6月2日，市委外办联合湖北科技学
院举办“品味浓情端午、感知中华文化”
活动，邀请来自英国、约旦、也门、津巴布
韦、喀麦隆、牙买加、韩国、加拿大等国的
外国友人、留学生一起划龙舟、包粽子、
吃粽子，共同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的端午节，
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节日，承载着两千多年华夏文化的记
忆。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佩香囊
……端午节积淀出丰富的民俗传统和文
化内涵，自古传承，至今不辍。

在风景如画的揽月湖上，外国留学
生亲身体验划龙舟。

包粽子现场，外国友人看着三两片
扁扁的粽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个有
棱有角的饱满粽子时，全都跃跃欲试，
但真轮到他们动手时，却显得有些手忙
脚乱。

“包粽子太有趣了，粽子也很好吃，
这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体验。”来自湖北科
技学院的外教贾马尔说。尽管包出来的
粽子形状并不标准，但大家仍乐此不疲，
纷纷拿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合影留念。

活动结束后，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
外籍教师纷纷表示意犹未尽，期待今后
还能通过类似活动更多地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中华文化的传承不仅是文化的绵
延生长，也是对前人的致敬和对后人的
馈赠。据了解，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注
重向外籍教师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先
后组织了中国传统节日介绍、用英语讲
述中国故事、寻访万里茶道等活动，深
受历任外籍教师的喜爱。这些暖心、有
趣的活动形式增进了外籍教师对于中
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有利于中华文化的
海外传播。

品味浓情端午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龚金娟

快乐端午 安康生活

6月2日，湖北科技学院第三届体育文化节开幕式暨校园龙舟赛在校内揽月湖
举行，来自学校各院系的16支龙舟代表队在湖面劈波斩浪、竞相角逐，吸引众多师
生为参赛队员打气助威，加油声、喝彩声响彻湖面。 记者 刘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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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可积分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陈午俊雄

“请问这积分怎么来的？我能参加不？”近日上午，咸安
区温泉街道桂花路社区门口摆满了抽纸、清凉油、风油精等
各类物品，二十余名外卖小哥用积分兑换了所需物品，让外
卖小哥进一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归属感。

近年来，桂花路社区依托辖区红色驿站积极引导广大
新业态就业群体参与社区基层治理，通过设计多种志愿服
务活动，吸引外卖小哥及快递员投身志愿服务，并根据他们
参加活动的服务内容和次数，按照服务标准给予相对应的
分值，集中开展一次积分兑换活动，进一步激发新业态就业
群体的自治活力，实现共同行动、资源共享，开启新业态就
业者参与社区建设的新局面。

外卖小哥董帅兑换到了自己需要的夏日清凉礼包，他
高兴地说：“志愿服务积分兑换礼品这个活动挺好的，这马
上就是夏天了，有了这些避暑药物，我在送外卖的路上也多
了一份保障，以后我要更多地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奉献
爱心。”

桂花路社区负责人表示，桂花路社区将进一步推进辖
区红色商圈商户的资源调配，盘活商圈自治活力，进一步拓
宽志愿服务回报渠道，激发群众志愿服务热情，不断把基层
治理、为民服务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细化、更深入。

药品带量采购 群众享受实惠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上官征

真心实意敬老人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修泽昱

5月28日，赤壁市车埠镇车埠村开展志愿活动，组织干
部入户，慰问空巢老人。

“爷爷，身体还好吗？早饭吃了没？”上午9点，村干部
们来到低保老人马道亮家中，送来大米、食用油等生活物
资，并同老人亲切交谈。“老人家多注意身体，有事就给我们
打电话！”马道亮因为患病，腿脚不便，村干部嘱咐老人天气
炎热，要注意避暑，减少外出。

“感谢党和国家！谢谢你们的关心！”老人拄着拐杖，一
直目送村干部们离开。

“奶奶，我们来看您咯！看看您！”村干部们来到高龄老
人苏发生的家中，苏奶奶今年已经96岁，是村里最长寿的
老人。苏奶奶虽然腿脚方便，能生活自理，但耳朵已听不
清。看到村干部将米和油提进她家，她才搞清楚这群身穿

“红色背心”的年轻人的用意，“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苏奶奶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笑脸，话语间满是流动的温情。

“村里的留守老人多，我们也一直放在心上，时不时
去老人家里坐坐，为他们办点实事。”驻村第一书记谢杰
表示。此次活动以实际行动温暖空巢老人，加深了干部
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和感情，为构建和谐美好的乡村贡献志
愿力量。

科普宣传入童心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陈可心

为普及预防儿童烧烫伤知识，有效预防儿童烫伤事故
的发生，5月15日，嘉鱼县陆溪镇妇联、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县蒲公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开展“远离烫烫小怪
兽”预防烧烫伤科普宣传活动。

“你们身边是否有烫伤的事故？是怎么烫伤的？烫伤
以后是怎么做的？”在陆溪小学、陆溪中心幼儿园，志愿者通
过视频引出儿童在生活中隐藏的烧烫伤危险源，讲解了各
类烧烫伤的区别及急救处理流程，纠正大家常见的错误处
理方法，并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向现场的小朋友们讲解“冲、
脱、泡、盖、送”口诀，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正确处理
烧烫伤的方法。

同时，志愿者还给孩子们发放了“烫烫小怪兽”感温贴，让
他们观察“烫烫小怪兽”遇到高温后的变化，激发孩子的参与
性和好奇心，更加直观地让同学们了解到了防烫伤的重要性。

本次活动帮助孩子们认识了生活中的危险源，学习了
正确的烫伤急救知识，增强了孩子们日常防烫伤安全意识
和烧烫伤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陆溪镇将持续开展预防
烧烫伤科普宣传活动，把预防烧烫伤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
助力实现“少一个，再少一个烧烫者；多一个，再多一个幸福
家庭”的美好愿景。

“粽叶要‘背对背’，折起来的时候要
留一个尖尖的角。”“利用左手的虎口把
粽子夹住才包得严实。”

6月6日，嘉鱼县陆溪镇陆溪社区门
口开展“悠悠端午情，浓浓粽香情”主题
活动，让小朋友们体验浓浓的传统节日
文化氛围。

活动现场，随着糯米、红枣、花生等
各式各样的粽料端上，大家开心地拿起
粽叶，动手包起了粽子。只见，大家灵巧
的双手上下翻飞，将糯米、蜜枣、蜜豆在
粽叶中填满扎牢：捋粽叶、做漏斗状、填
糯米、压紧实、封口、扎捆，结实的粽子迅
速成型，活动现场被欢乐和谐的节日气
氛包围。

居民甘女士用棕榈叶代替绳子进行
捆绑。只见整片的棕榈叶被撕成条状下

垂，压实好的粽叶在粗壮的棕榈叶捆绑
下显得格外的紧实。甘女士说，用棕榈
叶包的粽子更为清香，粽子总体看起来
也更为协调。

社区志愿者一边包粽子一边为小朋
友们讲解端午节的由来、习俗及爱国诗
人屈原的故事，让他们了解端午文化以
及传统习俗。

小朋友邱云从好奇围观，到自己动
手体验包粽子，奶奶在一旁手把手地教，
裹叶子、填糯米、压实、缠线，她拿起自己
包成的第一个粽子开心地说：“我也会包
粽子了。”

此次活动让小朋友们通过实践感
受到了端午节的传统文化魅力，在小朋
友心中播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种子。

体验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陈可心

游客采摘乐趣多
本报记者 黄柱 通讯员 方青

6月1日，赤壁市黄桃开摘节在神山镇洪岭村舒桥畈举
行，喜羊羊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几百亩桃园正式开园采摘。

走入桃园，阵阵桃香扑鼻而来，茂盛的桃树枝头上挂满
了一颗颗饱满水灵的黄桃，吸引了不少游客进入桃园体验
采摘乐趣。

游客镇景伟说：“这里的风景特别好，和家人一起进入
果园一边采摘、一边聊天，既放松了身心，又锻炼了身体。
而且这果园的桃子真的很好吃。”

神山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黄桃开摘节不仅是一场硕
果累累的采摘盛宴，更是我们助力农业、扶持农民、振兴乡
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载体，我们始终坚守助农扶农的初
心，通过举办黄桃开摘节等活动，推动农业产业蓬勃发展，
助力农民朋友增收致富，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廉洁共建进工地
本报记者 黄柱 通讯员 孙虹

“恭喜周晖、汪志刚、魏霁三位同志分别荣获本月安全标
兵、质量标兵、管理标兵。”近日，在赤壁建工壹号苑月度例会
上，全体职工期待已久的廉洁共建标兵揭晓，赢得全场掌声。

为推进“清廉工地”建设，赤壁市建工壹号苑建设项目以
临时党支部为核心，组织业主方、设计方、监理方、施工方、监
管五方主体开展“廉洁共建”活动，共同打造廉洁工程。

“通过‘廉洁共建’的方式，有效促进各方单位相互配
合、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从而加快工程建设速度，提高工程
建设质量，努力实现共廉共赢目标。”建工壹号苑项目经理
汪志刚介绍。项目部每月都会邀请以上各方相关人员，一
起对项目建设进行巡查、监督，大家面对面说看法，一对一
找问题，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从而有效保证了
工程建设当中灰色地带的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