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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陈欣蕊

3 月 30 日，高原的阳光格外明媚。
当拉姆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香格里拉
市人民医院时，她的人生正在开启崭新
的一页。

拉姆的右膝关节置换手术在香
格里拉市人民医院骨科顺利完成。
术后，拉姆在骨科病房观察一周后，
便转入康复科接受系统的关节功能
训练。令人感慨的是，在两个多月的
时间里，这位藏族阿妈先后在祥云和
香格里拉两地完成了双膝人工关节置
换术，而这两次手术，都由同一位医
生执刀。

3 月 14 日，香格里拉飘起细雪，气
温骤降至零度。香格里拉市人民医院
骨科主任七里诺杰拨通了祥云县人民
医院骨二科主任张朝凯的电话：“这样
的天气，手术还能照常进行吗？”“一定
来。”张朝凯的回答没有半分迟疑。挂
断电话后，他立即向医院报备行程。想
到患者拉姆特意从最偏远的羊拉乡赶

到香格里拉市等候手术，张朝凯更坚定
了决心。风雪再大，也阻挡不了他奔赴
手术台的脚步。

两个月前，祥云县人民医院为藏
族群众拉姆成功实施了左膝人工关节
置换术。术后康复的拉姆惊喜地发
现，原本疼痛难忍的左膝如今活动自
如，这让她迫不及待地想尽快完成右
膝手术。多年来，双膝的严重疼痛让
她连最基本的跪拜都无法完成，这对
一个虔诚的藏族信徒而言，是难以言
说的遗憾。

善良的拉姆渴望重新跪拜祈福，
但 想 到 再 去 祥 云 县 手 术 不 仅 路 途
远 、花 费 大 ，还 存 在 语 言 沟 通 的 障
碍。思虑再三，她拨通了香格里拉
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七里诺杰的电
话求助。于是，便有了祥云县人民
医院骨二科主任张朝凯这位“曼巴”
（曼巴，藏语意为“医生”），顶风冒
雪、奔赴香格里拉为拉姆完成手术的
感人故事。

拉姆的家在迪庆州德钦县羊拉乡，

她家所在的村落位于滇、藏、川三省交
界处，当地有句俗语形容这里：“人在
天上走，鹰在脚下飞，猴子看了掉眼
泪”，道尽了这片横断山脉腹地的险
峻，陡峭的峡谷、蜿蜒的悬崖路、随时
可能滚落的飞石，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
生死考验。

对拉姆而言，前往德钦县城的 200
多公里山路已是险象环生，而远赴大理
州祥云县就医，更似跨越千山万水，语
言不通、文化差异，每一步都充满艰
辛。双膝钻心的疼痛让她无法完成藏
族最神圣的跪拜仪式，这种刻骨铭心的
身体痛苦与精神煎熬，让她对手术的渴
望愈发强烈。

3月 15日清晨，当张朝凯医生风尘
仆仆出现在病房门口时，拉姆的眼眶瞬
间湿润了。这位素不相识的汉族医生，
不仅冒着风雪远道而来，更令人动容的
是，他分文未取，专家会诊费、手术费全
都免了。在拉姆饱经风霜的脸上，泪水
无声地滑落，那是感激，更是重获新生
的希望。

在滇西北高原的德钦县羊拉乡，
刺骨的寒冷是这里永恒的底色。年平
均气温仅 4摄氏度的恶劣气候，让这里
的居民常年与严寒为伴。“我们村里像
我这样关节疼的人太多了”，拉姆抚摸
着刚做完手术的膝盖说，“走路都困难，
更别说跪拜了。”常年累月的寒冷侵蚀，
让关节疼痛成为这个高寒山区最常见
的顽疾。

手术结束后，张朝凯医生没有立即
返程。看着病房里其他等待治疗的藏
族群众，他决定留下来，与当地医生一
起规划骨科专科建设。

香格里拉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
七里诺杰此前已在祥云县人民医院进
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进修学习。在此基
础上，祥云县人民医院计划在香格里拉
设立骨科专家工作站，通过教学查房、
手术带教等方式，为藏区培养本土骨科
医疗人才。这一举措将有效提升少数
民族地区的医疗技术水平，让更多像
拉姆这样的患者能够在家门口获得优
质的医疗服务。

穿越风雪，拉姆遇见了来自祥云的好“曼巴”

□ 通讯员 常世伟 文／图

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时代浪潮下，
漾濞县苍山西镇河西完小积极响应全
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

“云南省壮苗行动”，严格落实体育活动
时间，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育人之
路，将武术操（旭日东升）融入校园大课
间活动，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当早晨的阳光越过巍峨的苍山，倾
洒校园时，激昂的音乐准时响起，宣告
着大课间的开始。全校学生迅速有序
地集合在操场上，整齐列队。

随着音乐节奏，学生们起势、伸展、
踢腿、冲拳、收势，动作刚柔并济，节奏
明快清晰，一招一式尽显武术的精气
神。这套精心编排的武术操，是一套
将武术基本动作与体操元素结合的健
身操，融合了武术的踢、打、摔、拿等动
作，又有体操的舒展、优美，既展现武
术的阳刚之美，又有体操的柔和灵动，
既注重强身健体，又蕴含着深厚的文化
内涵。

“云南省壮苗行动”聚焦提升中小
学生身体素质，坚持“健康第一”理念，
河西完小敏锐把握契机，将武术操纳入
大课间。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学校特意
安排专业体育教师悉心指导，从基本动
作的规范到整体节奏的把握，每一个细
节都不放过。同时，学校还定期举办武
术操比赛，激励学生们积极参与，不断
提升自己的身体素质。

“这套操我最爱做，每天做两遍才
过瘾呢，开学到现在我体重已经减了 1
公斤。”四年级学生张硕说。

河西完小因地处漾濞江西岸而得名，
是一所办学规模较大的农村半寄宿制完
全小学，占地面积7548平方米，义务教育
阶段有9个教学班，在校生301名，下设一
个35人附属幼儿园混龄班，19名教师。

武术操进校园，促进了学生茁壮成
长。学生们的身体素质明显提升，校园
里的“小眼镜”“小胖墩”少了，取而代之
的是一张张充满活力的脸庞。而且，武
术操还培养了学生们的团队协作精神
和纪律意识。

漾濞县河西完小——

“武”动课间 壮苗成长

河西完小的学生在做武术操。

□ 通讯员 杨进军

今年春季学期开学后，面对凤仪镇
辖区内小学英语教师结构性缺编、教学
水平不均衡等问题，大理市凤仪镇中心
校积极谋划制定英语教师向小学流动
机制，以“走教制”破解小学英语教育发
展瓶颈。

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凤仪镇
中心校率先在凤仪镇三中尝试实施“走
教制”，镇三中英语教研组从实际出发，
以“夯实基础、激发兴趣、平稳过渡”为目
标，派出9名英语骨干教师，组成小学英
语走教小组，每周在固定时段内分赴乐
和完小、东山完小、中心完小三所小学，
主要针对六年级，兼顾三至五年级开展
英语教学。

镇三中派出的走教小组全体成员
群策群力，分析研究，统一思想，以 2024
版七年级英语教材预备单元为基础，制
定了涵盖音标、基础词汇、日常交际用
语等内容的专项教学计划，通过趣味
化、情境化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突破
学习难点。

从 3 月初起，凤仪镇三中小学英语
走教小组对口支援乐和完小、东山完小、
中心完小三所小学，已授课 10 课时，惠
及学生420余人。

凤仪镇中心校负责人表示：“中学老
师走教活动是一次积极的尝试，我们将
根据反馈优化课程设计，探索更高效的
走教模式，并在全镇推广实施‘中小互
助，协同育人’的走教体系，破解当前小
学师资结构不合理的难题。”

大理市凤仪镇中心校——

“走教制”破解小学英语教育发展瓶颈

本报讯（通讯员 周盛朝） 为有效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提升
城区道路交通安全水平，永平县公安局
交管大队近期对县城辖区展开地毯式
排查，加强对事故多发路段、平交路口
智能交通安全设施的建设，以达到安
全、有序、畅通的目的。

长期以来，永平县城部分交通要道

存在交叉口路口渠化不合理、交叉口路
口视距不良等造成交通事故时有发
生。为此，永平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分析
事故发生规律和原因，联合县住建局、
县交通运输局等部门对城区事故多发
路段进行全面细致排查，通过“现场勘
查+大数据分析”精准锁定风险点，制定

“一点一策”整改方案。对博南路与永

昌路交叉口路口渠化不合理、龙阳路与
新光东路交叉口路口视距不良、5 个十
字路口事故多发点段、7 个 T 形交叉口
事故多发点段通过采取缩小人行岛面
积、恢复非机动车通道、补齐“卡通警
察”安全提示标牌等方式实施精准治
理。目前，已在县城各交通要道恢复非
机动车通道15处，补齐“卡通警察”安全

提示标牌 82 块，更换凸面镜 5 面，增设
太阳能警示灯 18 盏、移动红绿灯 2 台、
道路中央隔离栏98米、防撞铁桶14个，
设置橡胶减速带 16 处、道口桩 80 根。
经过治理，这些事故多发路段的交通事
故发生率明显减少，交通秩序得到明显
改善，实现事故总量同比下降 80%以上
的治理效果，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

永平县加强城区交通安全设施建设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弥渡县启
动“7分钟”处置机制，全力打造“席地而
坐”城市客厅，疏堵结合繁荣业态经济，
全力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居
民幸福指数。

创新服务机制，推行“7 分钟”处置
机制。弥渡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结合市
容整治管控难点，及时调整工作模式，
启动“7 分钟”处置机制，通过行政执法
指挥调度中心统一指挥调度，执法人

员、环卫及绿化保洁管护人员可在 7分
钟内到达责任片区范围内任何一个位
置，开展服务管理工作。据统计，“7 分
钟”处置机制自今年3月10日试运行以
来，日均处理涉及城市管理问题、投诉
举报 74 起，结案效率同比提高 21%，城
市管理人员到达现场的时间均为 7 分
钟以内，并完成初步处置。

实施深度保洁，打造“席地而坐”城
市客厅。全面推行“席地而坐”城市客厅

高标准深度保洁作业模式，把县城东门
小广场、建安公园确定为城市客厅高标
准深度保洁区域试点，按照“室外环境、
室内标准”的居家物业保洁标准，从原来
道路路面平面保洁向立面、剖面作业延
伸，推行“清扫+冲洗+城市家具保洁”
组合式联动作业，提升城市管理服务品
质，让群众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坚持疏堵结合，让城市管理既有“尺
度”更具“温度”。县城建宁公园成为市

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在此契机下，“公
园咖啡”“公园茶室”应运而生。弥渡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积极探索公园的规范运
营管理，通过定时定点定经营种类“三
定”管理，让便民、利民与城市规范、有序
管理有机融合。此外，坚持“城市管理与
经济发展相对应，城市管理与便民服务
相结合”的原则，先后规划设置5处便民
早餐摊点、老土罐夜市等便民市场，通过
疏堵结合让“烟火气”有味更有序。

启动“7分钟”处置机制 打造城市客厅

弥渡县城市精细化管理出新招

执法人员在祥云县一加油站开展
加油机计量监督检查。（摄于4月2日）

近日，祥云县市场监管局组织执
法人员深入全县加油站、高速路服务
区等重点场所开展加油机计量监督
检查，严厉打击加油机计量欺诈违法
行为，营造公平、诚信、放心的消费环
境，全力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通讯员 彭枝福 赵国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