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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在大祥区康馨养老服务中心食堂，老人们正在

用餐。 郭慧鹏 摄

在市老年病医院，护士与熊丽君交谈，询问其身体

情况。 郭慧鹏 摄

11月26日，绥

宁县满鼎界植物园

像是被大自然打翻

的调色盘，染上了

斑斓色彩。其中，枫

叶红得最为夺目，

宛如一团团燃烧的

火焰，在枝头热烈

地舞动，让路人都

忍不住驻足欣赏这

冬日里独有的浪漫

景致。

孙芳华 摄

徐双玲正在修剪桃树。

“我住这儿已经六年了，平时
有什么头疼脑热，可以直接上楼找
医生看病，比家里方便多咯！”11月
27 日，在邵阳市老年病医院（邵阳
市第二福利院）老年养护楼，90 岁
的熊丽君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温
馨的养老护理、专业的医疗服务，
让她居住在这个“大家庭”里格外
安心。

“多年来，我院坚持以关心关
爱老年人为宗旨，积极探索能来
住、住得起、住得舒心的医养结合
养老模式，提供更为精准的医疗、
康复及临终关怀等服务，让广大老
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邵阳市
老年病医院副院长刘杰表示。在全
体干部职工的不懈努力下，该院先
后通过四星级养老机构和省市级
医养结合示范单位的创建，成为我
市积极推动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健
康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我市老年人口中失能、半失能、
慢性病和残障老人等需要特殊照
料的老人数量持续增加，老年人

“医疗、养老、护理”的服务需求与
供给矛盾日益凸显。

怎样破解“医不管养、养不能

医”的难题，让老年人拥有舒适、健
康、快乐的养老生活？省市政协委
员、双清区副区长岳创业发现问题
后，深入基层精准调研，提交了《关
于推进医养结合工作的提案》。

岳创业认为：“医养结合涉及
民政、卫生、社保等职能部门，建立
会商协调机制、充分整合行政资源
尤为关键，可以对专业的医养结合
型养老机构实施‘卫生准入、民政
扶持、医保定点’政策，为推进医养
结合工作开辟绿色通道。”因此，他
在提案中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
政府主导，强化部门协作；整合医
养资源，多渠道推进“医养结合”养
老模式；试点先行，促进“医养结
合”养老机构健康发展；建设医养
结合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校企合作
等建议。

这份提案引起了市政协高度
重视，被列为市政协2024年重点民
生提案，交由市民政局主办。

“我们重点在推行‘医办养’
‘养办医’医养相结合的融合发展
模式上下足功夫，鼓励符合条件的
医院转型为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推
动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深度合作，
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医养服

务。”邵阳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
长李央央介绍。

在提案办理过程中，市民政局
认真吸取提案建议，从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深度合作、整合优质资源、
加大资金扶持等方面入手，推动医
养结合养老服务健康发展。与此同
时，还通过拓宽人才培训范围、创
新人才培训模式、落实人才扶持政
策，不断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
设；积极推进医养结合医疗机构纳
入医保定点，加大医保支持养老金
支付力度。

养老和医疗的无缝衔接，成为
了“养老”变“享老”的幸福密码。目
前，全市现有医养结合养老机构14
家，养老机构与周边医疗卫生机构
签订医疗服务协议 121 家，实现签
约率100%，为40.75万65岁及以上
老年人提供了医养结合服务，建成
省级医养结合示范县 1 个、省级医
养结合示范机构1家。

“今后，我们将把医养结合列
入老龄和养老事业发展规划内容，
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同时在政策
扶持、保险支撑、服务管理等方面
加大力度，让养老更有‘医’靠。”李
央央说。

医养结合 老有“医”靠
邵阳日报记者 郭慧鹏

11 月 29 日，湖南省花鸟画家协会
崀山写生创作基地在新宁县崀山镇崀
笏村崀山居揭牌。

崀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不但自然风光毓秀，而且
植被花卉种类繁多，又有众多珍贵的鸟
类，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也落户崀
山，可谓是“开门即胜景，处处是素材”，
非常适合花鸟画家写生创作。省花鸟画
家协会崀山写生创作基地的建立，有利
于省内外绘画活动的联动开展。该协会
将借助崀山独特的天然丹霞地貌、丰富
的地域文化内涵，组织画家走出画室、

亲近自然，来崀山写生创作。
湖南省花鸟画家协会是省文联主

管的社团组织，已连续三年被省文联评
为优秀协会。此次该协会与崀山居写生
创作基地达成合作，旨在充分利用双方
的资源，以创作出更多展现崀山独特风
采、富有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进一步
弘扬湖湘文化，让崀山的壮丽景色和深
厚文化底蕴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

（鄢跃斌 刘海）

省花鸟画家协会崀山写生创作基地揭牌

12月1日下午，大祥区蔡锷乡山
东村映霜红桃基地里一片繁忙的景
象，被村民称为“桃花仙子”的徐双玲
带领 6 名工人在桃园里给桃树修枝
和除草，以前100公顷荒山变成生机
勃勃的桃园，美了山林、富了百姓。

放弃光鲜亮丽的白领高管职业，
毅然回乡拥抱乡村振兴，徐双玲的返
乡创业计划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
熟虑后的决定。在她看来，乡村振兴
不仅仅是国家的大方向，更是她实现
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契机。2016
年，带着这样的信念，徐双玲回到家
乡，在蔡锷乡山东村开启了她的创业
旅程，她决定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发
展果园，带领乡亲们走上致富路。

回乡创业的道路并不平坦，徐双
玲一开始就面临着村民不愿租地、种
植技术不成熟等多重挑战。她与村干
部携手逐户解释政策，做思想工作，
终于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她流转荒山
林地，引进极晚熟桃树品种“映霜红
桃”进行开发种植。为了确保这一“北
方血统”的红桃在南方能长得好，徐
双玲每天都“泡”在山上，同时不断查
找资料学习种植技术，到处请专家到
基地传授育果经验，将现代科技融入
传统农业。经过多年辛勤耕耘，她的
桃园硕果累累，培育出的映霜红桃以
其优良的品质和口感赢得了市场的

青睐，年产值达到 800 多万元，每到
收获季节，各路果商纷至沓来。

富起来的徐双玲没有忘记回乡
创业的初衷，她积极回馈乡里，推动
当地红桃产业发展。2022年，她向大
祥区蔡锷乡的9个村捐赠了5万株桃
苗，并在省内发展了28家映霜红桃种
植基地。徐双玲不仅免费提供种苗和
技术培训，还实施保底回收措施，确
保村民的收入稳定增长。她的桃园也
为当地 100 多名村民提供了就业机
会，帮助他们增加收入。刘同生就是
稳定拿到薪水的工人之一，他的妻子
患有疾病，3个子女尚在读书，家里全
靠他赚钱。刘同生说：“我现在 70 岁
了，在外面找不到工作。现在在基地
做工1年大约能拿1万多元工资，加
上种田有1万多元，全家年收入2万
多元，生活不再那么艰难了。”这种共
享成功的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村民的
生活品质，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公司在农业种植过程中深受害
虫的危害，每年病虫害造成的损失高
达200余万元。为了彻底解决病虫害
造成的损失和倡导绿色种植理念，徐
双玲引进农业专家团队，研发出智能
虫控设备，实现了无公害种植。这一
创新不仅解决了虫害问题，还可应用
于多个领域，为农业绿色发展和环保
注入了新活力。

“桃花仙子”带富众乡邻
邵阳日报记者 伍 洁

邵阳日报讯（记者 邓朝霞 通讯员
姜立军） 11 月 28 日晚，在第八届湖
南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晚会上，邵东
花鼓戏《香罗带》因其跌宕起伏的剧
情、生动细腻的演绎及如梦如幻的舞
美，荣获优秀复排剧目展演奖（金奖）
和个人表演奖。

《香罗带》是我国京剧、越剧、绍剧
等剧种的传统经典剧目。该剧以香罗带
为主线，讲述了明代浙江乌程守备唐通
和妻子林慧娘的爱恨情仇故事，充满人
性探究与情感、善恶的悲喜正剧，通过
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细腻深刻的人
物刻画，展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们
的情感世界，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邵东花鼓戏《香罗带》前后经历了三

次复排，在保留了其传统核心故事情节和
人物关系的同时，创新融入了大量现代元
素，增强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邵东是个多民族聚居地，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邵东花鼓戏是在民间歌舞说唱基础
上形成的地方戏曲剧种，其浓郁的生活气
息、载歌载舞的表现形式及诙谐、活泼、清
新的艺术风格深受广大观众喜爱。

近年来，邵东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
心以“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为
突破口，坚持保护传承经典剧目与推进
艺术创新，《山野曲》《黄花黄 黄花香》

《本色》《阳雀》《偷鸭》《借条》等一大批
现代花鼓小戏先后在全国、省、市获得
金奖和“五个一”工程奖，其中《本色》和

《偷鸭》入选国家艺术精品库。

第八届湖南艺术节评奖结果出炉

邵东花鼓戏《香罗带》获奖

邵阳日报讯（记者 刘波 通讯员
罗琴方） “8楼发生电气火灾，冒出
大量浓烟，请所有人员从安全通道
有序撤离……”11 月 28 日 16 时许，
中国电信邵阳分公司办公大楼应急
广播发出声响，一场应急疏散演练
随即拉开。

不多时，所有工作人员弯腰捂
鼻有序撤离至安全地点；消防控制
室值班人员、消防安全责任人对重
点部位进行断电作业，疏散演练任
务顺利完成。

11月是119消防宣传月。为进一
步加强对企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的消防安全知识宣传普及教育工
作，提高企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人
员消防安全意识和火灾防范能力，
11 月 28 日，市消防救援支队到该公
司开展消防安全培训，为企业送上
消防安全大餐。

“面对火灾，大家要沉着应对，规
范科学使用配备的各类消防设施设
备。”应急逃生演练结束后，邵阳消防
市级讲师团成员陈龙针对灭火器的

使用方法进行现场实操教学。
当天，陈龙还结合近年发生的典

型火灾案例，特别是高层建筑、电气
火灾，讲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和严峻
性，重点从如何做好日常防火、火灾
隐患排查、组织人员疏散、扑救初期
火灾等进行讲解。

市消防救援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开展此次培训演练，旨在进一步
增强企业员工消防安全防范意识，强
化疏散逃生自救能力，为企业筑牢安
全“防火墙”。

消防宣传进企业 筑牢安全“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