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活红色资源 打造精品思政课
□记者 李瑞才 通讯员 邹同宝 宋洁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
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 这是 1934
年 11 月 24 日年仅 39 岁的吉鸿昌，
在北平陆军监狱牺牲现场写下的

浩然正气诗 。 ”11 月 12 日 ，一场别
开生面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 “寻访红色印记 赓续

红色基因 ”理论宣讲在周口市扶沟
县吉鸿昌故居举行，30 多名朝气蓬
勃的孩子围坐在何国志老人身旁 ，
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述吉鸿昌将军

的事迹。
今年 86 岁的何国志老先生，是

扶沟县吕潭乡吕潭二村村民 。 从
1991 年起，他默默无闻地在吉鸿昌
故居坚守 ，义务讲解英雄事迹 。 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后 ，何国志
老先生认真挖掘扶沟红色革命历

史文化资源 ，把宣讲全会精神与宣
传吉鸿昌事迹有机结合起来 ，使宣
讲内容更鲜活 、更接地气 。 像这样
的讲解 ，何国志老先生已记不清讲
了多少场……

“听了何爷爷的讲述 ， 我被吉
鸿昌将军的事迹深深感动 ，长大后
也要成为一名像他一样的人 ，为祖
国建设贡献力量 。 ”扶沟县吕潭乡
吉鸿昌小学六 （1）班的张晨曦同学
激动地说。

“通过这种沉浸式的现场聆
听 ，更能让人们理解革命精神的内
涵，感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吉鸿

昌故居红色讲堂负责人刘传伟说 。
红色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党在百余年奋
斗历程中形成的重要精神财富 ，也
是培育时代新人的宝贵文化资源 。
作为革命老区的河南省扶沟县 ，聚
焦 “吉鸿昌将军故居 ”“豫东 ‘小延
安 ’ 塔湾村 ” “张福林烈士红色家
风 ”等红色资源 ，深度挖掘 、充分利
用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 ，并将红色
文化融入理论宣讲 ，推动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精神入心入脑。

“2024 年 ，全县开展红色宣讲
87 场次 ，受众 3.95 万人 ，进一步
激发了干部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奋

进力量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整合
红色文化资源 ， 推动红色文化与
理论宣讲相融合 ，创新宣讲形式 ，
提升宣讲质效 ， 打造扶沟红色宣
讲品牌 。 ”扶沟县委常委 、宣传部
部长 、 副县长周德志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 ，近年来 ，他们组织编撰出
版 《扶沟红色人物 》 《扶沟红色故
事 》《扶沟红色记忆 》系列图书 ，全
面打造传承扶沟红色文化 、 讲好
扶沟红色故事的经典读本 ， 为红
色理论宣讲奠定理论基础 。 先后
组建 3 支红色宣讲团 ， 把红色宣
讲 “搬入 ”校园 、社区 、村庄 、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等 ， 创新 “理论宣
讲＋红色文化 ” 模式 ， 进行分众
化 、对象化 、互动化宣讲 ，不断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 “飞入寻常百姓
家 ”。 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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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村医“后继有人”
———我市大力推动基层医疗人才队伍建设纪实

□记者 刘伟 郑伟元 通讯员 黄耀宗

村医是农村群众的健康守护

人， 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
要力量。 近年来， 我市积极引进大
学生村医 、落实村医 “乡聘村用 ”政
策 ， 筑牢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网底 。
近日， 记者下乡进行了走访 ， 了解
大学生村医及 “乡聘村用 ” 村医的
工作生活， 关注我市基层医疗人才
队伍建设情况。

大学生回村 提升基层公共卫

生服务能力

刘奕含是我市今年新招聘的大

学生村医 ，上岗至今刚 3 个月 。 11
月 5 日一早 ，记者到达鹿邑县玄武
镇关庄村卫生室时 ，她已经在忙碌
了———穿上白大褂 ， 提好诊疗箱 ，
刘奕含就要跟着这里的老村医关

士德到村里开展慢性病患者随访

工作。
“她虽然还没有完全掌握和基

层患者交流的方式 ， 但她认真仔
细 ，能熟练进行随访 、体检 、健康宣
教，得到了许多村民的信任。 ”关士
德夸奖道 ， “现在村卫生室的诊疗
流程都 ‘上网 ’了 ，我这个老头子操
作不来， 年轻人学得快 ， 给我省了
不少事儿。 ”

“我本来就是玄武镇上的人 ，毕
业前看到家乡在招聘大学生村医 ，
就选择了报名。 ” 刘奕含说 ， 接下
来，她打算尽快掌握临床诊疗技能，
力争早日为大家看病。

鹿邑县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

说，2021 年至 2024 年 ， 鹿邑县共聘
用了 33 名大学生村医。他们的知识
水平相较于各村的老村医有很大提

升， 有效提升了村级公共卫生服务
水平。

“不仅如此 ，这些大学生还是破
解基层卫生人才老龄化难题的生力

军。 ”在沈丘县白集镇张善庄村，老
村医胡玉东对回来的 “后生 ” 胡家
音十分满意。 到岗一年多来 ， 胡家
音基本将全村 1873 名公共卫生服
务对象走访了一遍 ， 治疗感冒 、腰
腿疼等乡村常见病不在话下 ， 张善
庄村的卫生事业可谓“后继有人”。

胡廉明是张善庄村里 150 多名
高血压患者之一， 爱抽烟喝酒的他
血压控制得并不理想 。 今年以来 ，
胡家音多次上门监督他服药 ， 还在
电话里反复叮嘱他戒烟戒酒。 胡廉
明见村里晚辈这么关照自己 ， 也开
始注重健康生活 ， 血压恢复了正
常。

“小时候串门 ，都是想着怎么玩
得开心。 现在上门走访 ， 心里则揣
了一份责任。 ”胡家音说，能为家乡
老少的身体健康负责， 做好基层公
共卫生服务，他十分有成就感。

“乡聘村用 ” 强化村卫生室服
务效能

在鹿邑县城郊乡杨园村 ， 药草
幽香从一座 3 层小楼内飘到街角 ，
这里是该村的村卫生室。 村医刘振
自 1999 年接过父亲的衣钵当中医 ，
今年上半年成为了 “乡聘村用 ”村
医。

“从业那么多年 ， 无时无刻不
觉得自己还需要精进 。 而农村群
众看病难 、 看病贵的问题也需要
解决 。 因此 ，我看到县里开展村医
‘乡聘村用 ’招聘 ，便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 。 ”刘振告诉记者 ，成为 “乡
聘村用 ”村医后 ，他已在鹿邑县城
郊乡卫生院进一步学习了多种中

医药适宜技术 ， 乡卫生院还为他
配齐了针灸 、拔罐 、正骨等中医药
服务项目所需的相关设备 。 这些
服务项目医保可以报销 ， 有效减
轻了村民的就医负担 。

加入 “乡聘村用 ”后 ，刘振最满

意的是他不必再操心经营问题 。
“除了业务收入 ， 县里还会根据绩
效考评结果发放专项补助。 加上现
在国家大力推广基层中医药服务 ，
这里每天能有四五十名患者 ， 我专
注于给大家看好病就行了……”刘
振边说边向一旁的治疗室走去 ，35
岁的张洪瑞工作劳累伤了腰 ， 正接
受针灸和光照理疗。 只见刘振扶她
坐了起来 ， 又给她推拿按摩几下 ，
张洪瑞的疼痛感一下子就减轻了不

少。 “卫生室就在俺家附近，我来一
趟很方便 。 本来腰疼得走不了路 ，
现在花一二百块钱就能看好 ， 非常
划算。 ” 张洪瑞说。

鹿邑县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 ，鹿邑县 445 个公有产权
村卫生室均配备 1 名及以上合格乡
村医生， 业务用房面积 、 诊疗设备
配置均达到 “三室分离 ”标准 ，基本
药物均由乡镇卫生院统一采购 、配
送。 乡镇卫生院还对这些村卫生室
实行 “五统一”（行政管理 、 业务指
导、 人员聘用、 资产管理和绩效考
核） 管理， 进一步保障了基层群众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耽搁”。

人才为要 构建优质高效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

对于鹿邑县的做法 ， 同样作为
“乡聘村用”政策试点的沈丘县北郊
乡卫生院院长宋国军很是赞同 。 北
郊乡卫生院现有 26 名 “乡聘村用 ”
村医。为盘活用好村医资源，北郊乡
卫生院为符合条件的村医缴纳社会

保险， 以村卫生室收支明细账作为
核定任务与绩效考核的依据 ， 统筹
解决村医收入和待遇保障问题。

“没有了后顾之忧 ，人才自然就
愿意来。今年，我们又吸引了 2 名大
学生到村卫生室工作。 ”宋国军说，
通过这些政策，今年上半年，北郊乡
卫生院辖区村卫生室就诊人次同比

增长 231.09% ， 村级门诊就诊次均
费用下降 66.41%， 村医队伍稳定 ，
服务能力强。

据了解，为优化村医队伍结构 ，
促进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健康发

展 ，今年以来 ，我市新聘用了 95 名
大学生村医，还聘用了 46 名自 2021
年以来通过 “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
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政策 ”
进入村卫生室工作的大学生村医。

同时 ， 我市落实政府办医主体
责任， 统筹配置管理乡村医疗卫生
资源， 引导符合规定条件的村医以
签订劳动合同、人事代理等方式，纳
入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统一管理。 截至目前， 全市已有 89
名村医成为“乡聘村用”村医。

今年我市持续实施大学生乡村

医生公开招聘工作 ，2024 年全市大
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招聘岗位

159 个 ，目前网上报名已经结束 ，笔
试 、面试 、体检 、考察等后续工作正
在有序进行。 此外， 我市自今年开
始实施基层卫生人才招聘计划 ，将
通过 5 年时间招聘临床医学 、 口腔
医学、 中医学、 中西医结合等专业
应 （往 ）届大专以上毕业生 3500 人
到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工作， 其中本科及以上毕业生
900 人 。 他们在基层工作时间将不
少于 6 年。目前，我市已引进高层次
人才 365 名 ， 培训卫生技术人才
3222 人次。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杨

超表示 ，我市将从扩大增量 、提升
存量两个方面 ，持续加强乡村医疗
卫生人才队伍建设 ，提高基层医疗
卫生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操技能水

平， 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和
健康管理能力， 充分发挥基层医疗
卫生人员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的健

康守护人作用， 构建优质高效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 ②10

全省标准河南建设业务培训班
在我市举办
������本报讯（记者 付永奇 通讯员 陈
连军）11 月 12 日， 为期 3 天的河南
省标准河南建设业务培训班在我市

淮阳区举办。
标准河南建设是落实国家标准

化发展纲要、实施标准化战略的具体
实践，是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
战略”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市标准
化工作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
发展格局， 着力完善标准化体制机
制，夯实标准化工作基础，推动标准
实施和监督，全面提升标准化服务经
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标准化建设取
得显著成效。

此次培训采取专家授课和现场

观摩方式进行 ，主办方邀请中国航
空综合技术研究所知名专家贾爱

娟和河南省标准化和质量研究院

副院长郭建军以 《农业农村标准化
管理办法 》 《农业标准化基础理论
和基本知识 》 《农业农村领域标准
化试点建设实务 》《标准体系构建 》
等为题进行授课 ，还将组织学员实
地参观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
省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

单位以及中部六省黑臭水体治理

标准乡村建设现场。
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局、省气

象局和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
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工作相

关负责人员， 申报 2025 年省农业农
村领域标准化试点单位负责同志和

所在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标准化
工作负责同志，以及我市相关人员共
150 余人参加培训。 ②10

穿越历史回响 凝眸文化风华

������11 月 14 日， 由市总工会主办、
市供电公司承办的全市电力系统职

工技能竞赛举行，“身怀绝技”的 400
余名技术能手同台比武、切磋技艺。

记者 王晨 摄

毕业享受本科待遇

周 口 交交 通通 技技 师师 学学 院院 可考公务员

可考事业编

可参军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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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中中生生考考不不上上理理想想大大学学 就就选选

人社部〔2021〕48 号文件规定

设计美好家园 助力老旧小区改造
本报讯 （记者 刘华志）11 月 12

日 ，周口市第二届装修装饰设计大
赛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设计竞赛

在周口师范学院启动。 大赛旨在引
导建筑装饰设计企业更好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挖掘和培养更多优秀
装修装饰设计人才。

本次大赛以 “创新周口 ，设计
未来 ”为主题 ，由周口师范学院设
计学院 、 市建设工程消防技术中
心 、 市建筑研究设计院共同主办 。
大赛分专业组和院校学生组 ，作品
倡导适用 、经济 、绿色 、美观 、智能
的装饰设计理念 ，充分体现装修装
饰艺术的内涵和魅力。 作品以老旧
小区的旧房翻新设计 、 微改造 ，补
齐配套短板 ，增强功能内涵 ，打造

旧房装修精品样板间 ，使广大消费
群体能够实际体验人居环境的改

善 ，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
参与感。

大赛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和支持 。 众多优秀设计师踊跃
报名参赛 ， 提交大量富有创意和
个性的作品 。 作品涵盖住宅 、商
业 、办公等领域 ，充分展示了设计
师的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 。 为确
保大赛公平 、公正 、公开 ，主办方
邀 请 了 业 内 权 威 专 家 组 成 评 审

团 ，对参赛作品进行严格评审 。 竞
赛组委会还将组织一系列的交流

活动 ， 让设计师分享设计经验和
心得 ， 共同探讨行业发展趋势和
未来方向 。 ②10

（上接第一版 ）甚至每个县（市、区）
都有不少这样的作品，这些诗词歌赋
也是周口悠久历史文化的见证。作为
土生土长的周口人，李珂多年来一直
从事文化文艺工作。 他认为，周口文
化厚重 、历史悠久 、文脉悠远 ，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对周口文化

的再挖掘 、再保护 ，每一个周口人
都有义务推进周口历史文化的传

承 ， 让周口文化更加光彩闪耀 、绚
丽夺目 。

得知展讯 ，周口市文化馆公益
书法班老师王雪梅带领学员前来

观展 。 王雪梅认为 ，这次展览无论
是创作质量还是选题选材 、 场景
布置都独具匠心 ，这些作品充分展
现了周口丰厚的历史积淀 ，希望我
市有关部门多组织类似活动 ，让周
口的历史与文化真正 “活 ”起来 ，发
挥文化资源优势 ，推动经济社会更
高质量发展 。

丹青溢彩 镌刻悠远记忆

在这座沉淀着数千年风华的

历史文化名城里 ， 每一砖一瓦都
承载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 。 对于
周口的历史与文化 ， 周口美术家
群体有着深刻的认识 。

经过许久的思考 、观摩 ，周口
市 美 术 家 协 会 主 席 师 行 坤 决 定

用 自 己 的 方 式 展 现 周 口 丰 厚 的

文化和尘封的过往 。 师行坤是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河南省美术
家协会理事 、河南省书画院特聘
画 家 、 河 南 省 花 鸟 画 艺 委 会 委
员 、河南省华夏文化艺术国际交
流学会理事 、河南省美术发展促
进会副会长 。 他多次深入周口的
古街老巷参观写生 ，将周口古建
筑的特点与绘画艺术充分融合 。

太昊陵 、关帝庙 、老君台……
斑驳的古墙 、曲径通幽的老街 、青
砖黛瓦的老屋 ， 在他的笔下都变
得灵动鲜活 ， 他把对这片土地深
沉的爱与敬仰融入一笔一画 。 师
行坤把他对周口历史文化的感悟

和理解 ，融入笔画 ，调进色彩 ，用
现代手法重新诠释传统美学 ，让
秦砖汉瓦 、幽深巷陌 、亭台楼阁与
当代艺术碰撞出别样的火花 ，展
现历史与现代的和谐共生 。

周口二 高 青 年 教 师 张 小 杰 、
魏珍参观展览时感触很深 。 他们
认为 ，这次展览传统元素与当代
审美巧妙融合 ，让参观者在欣赏
艺术的同时 ，也能深刻感受到这
座城市的文化自信与创新精神 。
在这里 ，不仅能近距离感受周口
丰厚的文化资源 ，还能在艺术的
海洋中寻找到心灵的慰藉 ，如同
漫步于跨越千年的艺术长廊 ，聆

听那些被岁月遗忘的故事 ，感受
那份历久弥新的文化温度 。

光影交错 定格古城新韵

流觞 、望乡 、曲水 ，这是 “名城
周 口 的 文 化 记 忆 ” 系 列 摄 影 部
分———光影卷的主旋律 。

据市文联副主席刘勇介绍 ，流
觞是追本历史文化发展的源头 ，
望 乡 是 溯 源 民 间 文 化 发 展 的 轨

迹 ， 曲水是映带周口文化内心深
处的清冽与灵动 。

作为 “名城周口的文化记忆 ”
系列光影卷的主创人员岳霄煞费

苦心 。 岳霄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 、 河南省摄影家协会理事 、周
口 市 摄 影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兼 秘 书

长 。 她把自己摄影生涯中所有关
于 周 口 历 史 文 化 方 面 的 摄 影 作

品 全 部 拿 出 来 ，细 心 甄 选 ，还 站
在 新 时 代 的 角 度 ， 重 新 审 视 过
往 ，然后对需要的部分进行重新
拍摄 。 虽然摄影是遗憾的艺术 ，
但她还是力求完美 。 她多年来酷
爱摄影 ，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周
口的发展历程 ，以其独特的视角
和表现力 ， 捕捉并定格周口的韵
味与风采 。 她跑遍全市的国家和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开展摄影创
作 。 岳霄用镜头和岁月对话 ，用

镜头捕捉飞檐流阁上的晨曦 、老
街古巷中的烟火气 、 古桥流水旁
的 静 谧 时 光 。 从 秦 砖 汉 瓦 的 质
朴 ，到唐宋风骨的韵味 ，再到明清
书风的雅致 ，仿佛穿越时空 ，每一
幅作品都充满了她对历史的敬畏

和对文化的热爱 。
中建七局员工臧顺占是南阳

人 ，但对周口历史文化情有独钟 。
他特意赶来参观 “名城周口的文
化记忆 ”系列展览 。 他说 ，来周口
工作之后 ，就被周口悠久的历史 、
灿烂的文化深深折服 ， 更为能参
与 到 周 口 的 发 展 建 设 之 中 而 自

豪 ， 对于周口有着一种莫名的归
属感 。

周 口 市 文 联 主 席 吴 青 锋 告

诉记者 ，书法美术摄影展是表现
周口文化底蕴的一种形式 ，主办
方已经将这些作品结集出版 。这
次 “名 城 周 口 的 文 化 记 忆 ”书 法
美术摄影展自 11 月 7 日 在 周 口
市美术馆开幕以来 ，受到了社会
各 界 的 广 泛 关 注 和 人 民 群 众 的

一致好评 。 未来 ，市文联将组织
更多活动 ，让周口历史文化走进
人民群众之中 ， 让历史 “动 ”起
来 ，让文化 “活 ”起 来 ，为 周 口申
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周口实践贡献文

化力量 。 ②10

增强办理实效
让代表意见建议落地落实

本报讯（记者 刘昂）为进一步做
好人代会闭会期间代表意见建议办

理工作，11 月 14 日上午， 市人大常
委会农工委召开代表意见建议办理

工作座谈会。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闫立超出席会议并讲话。

座谈中，与会代表和政府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围绕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建设、 农业农村高技能人才培养、现
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保障种粮面积及
粮食安全、农村户厕改造、加大森林
抚育力度等市人大常委会年度重点

监督事项和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进

行研究讨论，明确下一步办理思路和
举措。

会议强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提出 “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
众的内容和形式 ”。 我们要运用好
周口人大数智化平台 ，充分发挥代
表作用 ， 广泛收集群众意愿和诉
求 ，切实做到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
民有所盼 、我有所为 。 要高度重视
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 ，认真分析问
题本质 ， 制订解决方案立即整改 ，
不能立即整改的要拿出整改意见

及时反馈给代表 ，确保代表意见建
议件件有回音 、事事有着落 。 要形
成代表意见建议办理闭环 ，让代表
意见建议的梳理 、 交办 、 沟通 、督
办 、落实 、反馈等各个环节有人抓 、
有人管 ，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全
过程人民民主。 ①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