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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绿美家园勾勒“好底色”

“现在全县累计建成城市公园 23
个，城区绿地面积累计达246.18公顷，初
步形成了‘推窗见绿、出门见景’‘人在
景中、城在园中’的景观效果，并成功创
建为省级园林城市、省级美丽县城、省
级绿美城市。”永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副局长李智火说。

夜幕降临，永平县城热闹起来，在
霓虹灯掩映下，银江河静谧而优美，两
岸欢声笑语不断。

永平县充分利用山、水、风、田园等
自然资源，挥毫泼“绿”，建成8个滨河园
林景观、15 个口袋公园，公园绿地服务
半径覆盖率达100%，城市绿化覆盖率为

44.27%，构建起点、线、面、轴、片相融合
的绿道构架体系。

“公园里种了很多的树和花，空气
特别清新，我们老年人每天都来这里跳
舞，心情很愉悦。”永平县居民杨燕乐呵
呵地说。

在大理，保护生态是一种刻在骨子
里的初心和坚守。十年来，我州统筹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一茬接着一茬种、一代接着一代干，不
断增厚“绿色家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丽大理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

春风起，万物生。我州将继续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的故事在白州大地上不断续写。

上接第一版

□ 通讯员 左世玺

近年 来 ，南 涧 县 围 绕 基 层 医 疗
“软、硬实力”双提升，进一步加大基层
医疗基础设施设备投入，加强基层医
疗人员培养，探索乡村医疗服务新尝
试，扩大养老托育服务有效供给，着力
打造“一小”健康成长线和“一老”健康
长寿线。

提升基层医疗“硬实力”
让“一老一小”安心

实施“多病共治护老人行动”项
目。新建南涧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
改扩建南涧县中医医院老年病科，两个
医院共计设置病床 61 张，配备医护人
员 33 人，2024 年收治老年患者 1270 余
人（次）。通过医院5G数智化信息管理
建设，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搭建远程
专家会诊系统，采用老年综合评估常规
模式和多学科团队工作模式，不断加强
老年人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疗服
务，进一步改善就医体验。

实施儿童急救网络体系建设项
目。建成南涧县妇幼保健院儿童急救
站，围绕儿童保健、妇幼中医等特色学
科建设，形成保健与临床相互支撑、相
互依托的学科发展模式。2024年，全县
儿科门诊就诊 58486人（次），住院 4667
人（次），治愈率逐年提升。此外，在县
人民医院挂牌成立南涧县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辅导站，全方位呵护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

据南涧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杨芬
介绍，2024 年，南涧县实施完成 1 个重
点中心卫生院建设，完成 2个中心卫生
院国家推荐标准创建工作，完成 3个乡
镇卫生院基层心脑血管救治站拓面建
设项目、3 个乡镇卫生院慢病就近规范
治疗行动项目、3 个乡镇卫生院小病康
复在乡村行动项目，完成全县 8个乡镇
卫生院中医馆、康复科建设和 17 个村
卫生室补短板项目，把项目卫生院打造
成为急诊急救、慢性病诊疗管理、康复
服务等医疗功能中心，让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提升基层医疗“软实力”
让“一老一小”放心

南涧县通过让基层医生“走出去”
和让先进技术“走进来”的方式，有效提
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医疗技术水
平。一方面，依托医疗卫生领域“华佗
之光”精准聚才计划，借助沪滇协作医
疗帮扶契机，引进具有较高专业技术能
力、学术水平和良好职业道德的医技人
才，加强基层人才培养，着力锻造一支
专业素质过硬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清华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等医院先后派驻医疗队 17 批
67人，接收进修 22人；建成省内外三甲
医院专家团队工作站 29 个。另一方
面，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
从理论、技术、管理、服务等方面入手，
县级医疗专家下沉乡镇“授渔”，为基层
医疗卫生队伍“输血”的同时实现“造
血”；以“三个定期”“三级联动”做好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组织县级医疗团队定
期深入乡镇开展义诊服务，乡镇卫生院

定期深入行政村开展免费体检筛查，乡
村医生定期深入农户进行慢性病随访，
进一步强化“一老一小”群体健康管理
服务，保障老年人和儿童健康。

此外，南涧县紧紧围绕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按照“强
基层、管慢病、强人才”工作要求，鼓励
在职人员提升学历学位和参加执业医
师资格考试。2024年，组织开展乡村医
生执业（助理）医师培训两期 50 人、基
层卫生人员服务能力提升培训 80 人、
县级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技能培训 132
人、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医生“管慢病”服
务能力培训306人。

如今，基层医护人员能够更加熟练
地处理“一老一小”健康问题。“我学到
了很多实用技能，比如，老年人慢性病
规范管理、儿童体格检查等。”到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学
习的乡村医生祝家清分享了学习心得，

“我将运用所学知识做好老年人和儿童
的健康管理服务，积极宣传健康知识，
当好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南涧县提升基层医疗“软硬实力”——

用心呵护“一老一小”健康

□ 记者 李鹏 杨桂清
田野 张洲 文／图

1月10日22点58分，伴随着发动机
的轰鸣声，祥鹏航空 8L844 航班搭载着
92 名从吉隆坡飞往大理的旅客平稳降
落在大理机场。这是大理机场航空口
岸临时开放后，首趟由国外直飞大理的
国际航班。

在引导车的指引下，飞机缓缓驶入
停机坪，大理机场用水门礼为从马来西亚
吉隆坡远道而来的旅客接风洗尘。随
着舱门的打开，92名搭乘旅客走出舱门
来到了心驰神往的大理，白族金花和阿
鹏敲起八角鼓、跳起霸王鞭夹道欢迎。

这样隆重的欢迎仪式让马来西亚
旅客杨于羲感到受宠若惊，她表示，
吉隆坡到大理的航线开通后，就不需要
中途转机，节约了很多的出行时间，以
后到大理旅游就可以“一步到位”，直接
享受大理的风花雪月。马来西亚旅客

蒋珮珮是第一次来大理，她觉得吉隆坡
和大理直航开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来云南旅游在马来西亚是非常热
门的项目，并且航班时间刚好在周末，
方便大家利用周末来大理进行短期旅
游。马来西亚旅客李振城和女友陈婷婷
打算在大理开启一次浪漫之旅。李振城
告诉记者：“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已经
听了很多次大理这个名字，一直以为
大理是个非常遥远的地方。这次直航
后发现马来西亚和中国距离很近，大理
和吉隆坡也很近。”

吉隆坡作为马来西亚的首都，与
大理在旅游、经贸、文化等诸多领域有
着广阔的合作前景。航线的开通，为两
地架起了一座桥梁，越来越多的马来西亚
游客将奔赴大理，领略苍山洱海、风花
雪月的独特魅力。未来，大理将努力开
通更多国际航线，为国际旅客提供更加
优质、便捷的出行体验，全方位提升
大理的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

首趟直飞大理国际航班顺利落地大理机场

大理机场用水门礼迎接吉隆坡至大理首趟国际直飞航班降落。（摄于1月10日）

本报讯（记者 罗帮义 王光保） 1月
11 日上午，永平县举办的大理·花桥
乡村艺术季暨博南古道户外运动活动
在花桥村开幕。

活动开幕式在乐队演奏《如愿》中
拉开帷幕，狮灯表演《狮舞花桥》等节目
轮番上阵，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开幕式结束后，活动参与者还共同欣赏
了百年古梅风姿，并进行了各类文艺
创作。

据悉，活动期间，将举办乡村音乐
会、“遇见花桥”采风创作、“花桥论梅”、

“博南古道”亲子徒步体验、“穿越古道”
山地自行车体验等活动，进一步传承和
挖掘优秀历史文化，丰富人民群众文化
生活，用人文艺术与户外运动为乡村赋
能，助推永平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永平县按照“以农带旅、以
旅兴农、以文润旅”的总体思路，依托
花桥村“古梅、古道、古村”的独特资源
优势，推出“农文旅+X”模式，着力保护、
开发花桥古村落，全力打造集“文化体
验、自然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艺术
家第二居所，让花桥古村落重焕生机。

永平县举办花桥乡村艺术季活动

“须背堆气鸥，背过英只弯，背偏
莲花湖……”这是一首流传于祥云县
禾甸镇的民间白族童谣，翻译成汉语，
意思是“水从远处来，走过九十弯，走
到莲花湖……”

这首白族童谣，说的是由清水河
水库通往莲花湖的一条长达 31.19 公
里的有压输水管道。谁能想到，管道
中淙淙流淌的河水，竟然来自距祥云
县城 64 公里、发源于祥云、宾川两县
交界的五顶山清水河……

祥云县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干坝
子。新中国成立以来，祥云县根据“穷
在水上，根在林上”的县情，举全县之
力，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兴修水利、植树
造林，不断改善水利条件和生态环
境。从普淜水库、禾甸新兴苴水库“大
会战”，到禾米河、中河治理，再到小官
村水库、青海湖水库的扩建，祥云人民
全力战“旱魔”，将旱坝变绿洲的步伐
从未停止。而在清水河流域修建清水
河水库，就是这一步伐的接续。

位于祥云县东北部的禾甸镇，
有广阔的田野、连绵的群山。由于
受到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变迁的影
响，这片曾经稻谷飘香的土地，不时
受到干旱的威胁。世世代代生活在
禾甸坝的父老乡亲们，梦想着那条东
流而去的清水河，有朝一日能够变身
水库，改变流向，从高山峡谷间流向一
马平川的禾甸坝，实现“高峡出平湖”
的百年梦想。

“清水河水库开工了！”2014年 11
月 1 日，政府官网发布的这一消息不
胫而走。当天，这条消息在朋友圈被
成千上万人转发。有人评价：“这是一
件能改变当地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大
事，值得载入史册。”

时间的脚步从未停下，奋进的脚
步也从未停下。

2019 年 1 月 17 日，当地新闻媒体
报道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清水河
水库下闸蓄水了！”

许多人暗暗吃惊：“这才5年啊！”

5 年时间，祥云东北部的高山峡谷间，
竟然就“变戏法”般冒出一座让人震撼
的水库来，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快，
这条确认无误的消息，瞬间就刷爆了不
少人的朋友圈，也刷新了当地人的认知。

好消息接踵而来，把梦想成真的
时刻定格在 2019 年 1 月 17 日 8 点 20
分。此刻，人们翘首以盼的清水河水
库，终于迎来开闸放水。曾经东流而
去的清水河，宛如一个乖巧听话的孩
子，在水库调节下，由闸门自东向西，
一路翻山越岭，经31.19公里的输水管
道，欢快地往莲花湖方向奔流而来。

当天下午 2 点 12 分，经过 6 个小
时“长途旅行”的河水，终于到达禾甸
镇上莲村的凤凰山分水口，进入莲花
湖。当地群众闻讯后，纷纷来到湖畔，
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曾经在莲花湖畔
长大的我，也通过《祥云新闻》电视节
目，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从这一刻起，期盼已久的莲花湖，
在家乡父老乡亲欣喜的目光中，尽情
地敞开怀抱，迎接来自远方的清清河
水。从这一刻起，每年 1216万立方米
的水源，源源不断地注入莲花湖，让当
时的 9.5 万人、11.87 万头牲畜和 2.23
万亩农田从中受益。这片曾经干涸的
红土地，由此逐步走上绿色发展之路，
乡亲们也踏上了通向美好生活的幸福
之路。

投 资 4.97 亿 元 、总 库 容 高 达
1325.2 万立方米的清水河水库工程，
曾是云南省“四个一百”重点项目之
一。2017 年，这个工程也被祥云县
政府列入为民办实事的“民生工程”。

在高山顶上建水库，把生命之水
从几十公里远的地方引向莲花湖，如
此雄伟壮观的水利工程，在过去，当地
老百姓连想都不敢想，而在今天，竟然
能“说到做到”。这不仅是新时代的发
展成果，更是祖国强大的基建实力在
家乡的一次展示，让人感到无比自豪。

时至今日，莲花湖畔的淙淙水声，
仍在我耳旁回响。

牢记嘱托牢记嘱托 十年奋进十年奋进 谈发展

淙淙河水流到莲花湖
□ 李树华

巍山县城蒙阳公园里的百年古
柏长势良好。（摄于1月7日）

近年来，巍山县高度重视古树
名木保护工作，通过实行“一树
一档、一树一牌”，有效保护古树
名木。目前，全县共有在册古树
482 棵、古树群 54 个，其中，一级古
树25棵、二级古树82棵、三级古树
375棵。

［通讯员 陆向荣 摄］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