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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左世玺 文／图

南涧县地处无量山与哀牢山褶皱
带，曾因山高谷深而面临母婴救治延
时、生育成本高企、民族文化断层三重
困境。近年来，这个曾受困于山区医疗

条件限制的彝族聚居区，通过智慧医疗
和精准施策，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保障
体系，走出了一条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
之路。2024 年，该县全年无孕产妇死
亡，婴儿死亡率下降至 2.48‰，托育服
务覆盖率跃居全省前列。

智慧医疗破局
打开母婴救治“生命通道”
“现在遇到胎盘早剥等急症，我们

半小时内就能启动多学科会诊。”在投
资 200 多万元的南涧县危重孕产妇救
治中心，妇产科主任李春梅正通过

“云上妇幼”远程系统与大理州妇幼专
家工作站研判病例。面对山区急救
半 径长的先天劣势，该县通过构建

“省—州—县—乡”四级救治网络，实
现“州县联动 30分钟响应、省级专家实
时介入”的救治模式。2024 年成功抢
救危重孕产妇23例、新生儿18例，抢救
成功率高达98.6%。

“数据”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温
度”。南涧县构建“筛—诊—治—管”全
链条防控体系，2024年宫颈癌筛查8349
人、乳腺癌筛查 8150 人，均超额完成州
级下达任务。对筛查出的阳性病例实
现从确诊到治疗的全程闭环管理，阳性
病例随访管理率 100%。儿童先天性心
脏病免费筛查 105 例，借力清华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专家工作室超声远程确诊
的2例重症患儿，通过“北京诊断—县级
转运—基金兜底”模式重获新生。术后
前来南涧县妇幼保健院复查的公郎镇
患儿小杰的父亲激动地说：“我们在北
京的手术费全免，现在在当地复查，孩
子已经能跑能跳了。”

政策托底赋能
从“不敢生”到“安心养”
“政策透明，兑现快，现在村里很多

家庭开始考虑多生一个了。”南涧县
小湾东镇彝族母亲李女士生育三胎后，
通过“一站式”服务，当月获得一次性生
育补贴 5000元、育儿补助每年 800元及
一份婴幼儿意外伤害保险。

面对生育率走低的社会现状，南涧
县打出运营补贴、消费补贴券、减免房
租、人才队伍培养等一系列“政策补助
组合拳”。2024年累计发放生育支持资
金733.6万元，惠及近2万个家庭。全县
托育机构增至8家，托位数780个，每千
人托位数达 4.05 个，高于省州平均水
平，提前完成“十四五”目标。在独具民
族特色的南涧县机关幼儿园托育班，

“三道弯”“南涧跳菜”等彝族歌舞融入
课程，将民族文化与现代育儿融合的新
模式，受到当地群众一致好评。

“我们要让健康政策从‘数字’变成
‘幸福’。”南涧县卫健局局长徐华介绍，
2025年南涧县将完成儿童急救站建设、
免费为初一女生接种 HPV 疫苗、开设
高危孕产妇多学科门诊等项目提升工
程，统筹推进儿科服务、心理和睡眠门
诊服务、血液透析服务、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托育服务、血费减免、健康知识宣
传等 8项为民服务事项，推动民族地区
妇幼健康和托育服务“量质齐升”。

南涧县——

织就母婴安全网与托育幸福链

3月27日，南涧县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正在看护新生儿。

本报讯（通讯员 陆向荣）近年来，
巍山县以惠民活动为引擎，不断加强公
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发挥“三
馆”文化惠民作用，以文化乐民工程为
群众幸福生活再“加码”，不断提升他们
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文化巍山”润城乡，文化馆免费
培训受欢迎。制定印发《巍山彝族回
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与
管理办法（试行）》和《巍山彝族回族
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坚持
为群众无偿提供现有的群文硬件设
备、设施和群众文化艺术辅导、培训，

完善免费开放公示制度，加强免费开
放宣传。开展未成年人寒暑假美术、
舞蹈、古筝、葫芦丝、面塑、吉他免费培
训 13 个班，招募 16 名文化志愿者参与
培训授课，招收学员近 260 人；组织开
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成立
巍山县非遗志愿者服务队伍，有志愿
者 38 人，新增加非遗项目 6 个，增加非
遗传承人 55名。

全民阅读掀热潮，图书馆里读者
多。2024 年共接待读者 73775 人次，书
刊文献外借 48526 人次、54601 册次；举
办讲座12场次、展览20个、培训班9个，
举办线下活动 16 场、线上活动 9 场；

在巍山图书馆公众号推出 22条线下活
动稿件，推荐每周好书 46 期、46 册，推
荐新书 21 期、67 册；举办 2024 年“新时
代乡村阅读季”活动，征集到《阿库者》

《红河源头石榴红》等地方文献书籍，将
文献整理为“南诏文献”“土司文化”“家
普村志文献”“甲马文化”等几个专题进
行展示，实现古籍文献数字展；承办

“2024 年云南省第一期古籍保护培训
班”，普查完成《云南丛书》127 条子目、

《四部丛刊》319 条子目、历史文献 76
种，共计2512册。

学历史长知识，博物馆里游客多。
充分发挥博物馆社会宣传教育功能，组

织开展博物馆学习“第二课堂”活动 57
场次、3332 人次，协办大理州第三届全
民阅读大会“书香大理·古韵巍山”阅读
活动，组织开展“巍山布扎”非遗体验活
动，开展文化互动体验活动；举办临时
展览 4个，开展“流动博物馆”送展下基
层 2 场，加强讲解员、志愿者业务技能
培训，节假日期间，为游客提供定时义
务讲解服务，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2024 年共接待观众 376373 人次；加强
藏品日常管理，完善藏品档案，接收大理
州文管所移交的巍山双堆出土文物 49
件（陶器，已修复）并入库，接收书法横
幅及书法作品各1件、陶俑2件。

巍山“三馆”文化惠民为群众幸福生活“加码”

3月27日，宾川县仙鹅水库管理所
工作人员在清理水面漂浮物，防止县城
饮用水源受污染。

2018年7月，宾川县正式启用仙鹅
水库蓄水作为县城人畜饮水水源，供水
范围覆盖县城、金牛镇、力角镇、鸡足山
镇的 26 个村（居）委会，总供水能力
761.1立方米/年。近年来，库区水源地
环境保护工程完成一级保护区土地征
占1050亩，完成隔离保护墙2100米、围
栏 5200 米，完成生态截污沟 1360 米等
建设；投入 57.99 万元实施了仙鹅水库
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界碑及标识
标志牌安装工程，划定了水库一级、二
级保护区。当地多部门协同通过划定
保护区域、增加硬件设施、细化巡护措
施，有效保障县城饮用水源水质。
［通讯员 朱晓天 白乘仲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 者 李 百 祥 杨 桂 清
通讯员 王金柱 文／图）3月25日至29日，
大理州森林消防支队在宾川县鸡足山
脚下开展2025年第一季度野外驻训。

据了解，此次野外驻训结合驻地森
林防火形势，将训练场嵌入高山密林，
以多地发生较大规模以上森林火灾为
背景，依托野外高山密林，创设实战环
境，细化研训课题，在加强装备操作、人
装合成、力量协同、组织指挥等训练中，
不断提升队伍指挥控制、快速响应、情
况处置和协同行动能力，切实落实森林
防火紧要期和清明节等重要时段的各

项防灭火保障工作，实现遇有情况迅速
行动、高效处置。

“此次驻训检验了我们队伍‘走、打、
吃、住、行’以及战备快速转换、能够面对
形势任务需要的能力。”大理州森林消防
支队机关作战训练科科长李志会介绍，
结合驻训场地贴近林区和实战的实际，
支队围绕战备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
等工作，融合性地开展水泵架设与撤收、
班组与分队灭火、通信专业训练、热食前
送等训练，全方位检验岗位人员的专业
素质能力和队伍平时的备战情况，确保
遇有任务，能快速反应，迅速机动。

大理州森林消防支队开展
2025年第一季度野外驻训

大理州森林消防支队消防员正在进行水泵训练。（摄于3月27日）

本报讯（通讯员 杨佳燕 赵世康）
3 月 25 日，漾濞县举行《光影山河》首发
式暨“摄影名家‘艺术家第二居所’漾濞
采风作品展”开展仪式。

漾濞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秀美多
姿的河山、丰富多彩的文化、得天独厚
的地理条件，是文化和文艺创作的热
土。2024年6月，漾濞县举办了“摄影名
家‘艺术家第二居所’漾濞创作活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 40 多名知名摄影家齐
聚漾濞，用镜头记录漾濞的历史文化、
自然风光、民俗风情和漾濞县各族儿女
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实干争先的精神
风貌，留下了数百幅摄影作品。

据悉，此次出版的《光影山河》和
展出的 60 余幅摄影作品，汇集众多摄
影名家深入漾濞县采风创作的优秀作
品，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下精彩瞬间，
精心描绘和展示新时代漾濞的宏阔画
卷和真实影像。《光影山河》的出版与

“摄影名家‘艺术家第二居所’漾濞采
风作品展”的开展，不仅为摄影爱好者
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也
为漾濞文化传播和旅游推广注入了新
的活力。

首发仪式上，还向漾濞县委党史研
究室、文联、档案馆、文化馆、图书馆和
新华书店等部门赠书。

漾濞县举行《光影山河》首发式暨“摄影名家
‘艺术家第二居所’漾濞采风作品展”开展仪式

参加云龙县厨艺竞赛的选手们正在紧张备菜。（摄于3月23日）
近年来，云龙县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培，精心组织“诺邓火腿巧匠·花样火腿精品

菜”厨艺劳动竞赛，为广大技能人才搭建一个展示自我、切磋厨艺、交流学习的平台，不
断打响“诺邓火腿巧匠”劳务品牌。 ［通讯员 何念华 段学兵 钱丽娅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