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哈尔滨 6月 6日电（记
者 张涛 杨喆）记者从黑龙江龙煤
矿业集团鸡西矿业公司滴道盛和煤
矿了解到，该矿立井煤与瓦斯突出
事故被困8名矿工全部平安升井。

6月 6日 20时许，滴道盛和煤
矿立井煤与瓦斯突出事故被困 8
名矿工全部升井，救援工作结
束。矿工升井后被送往医院进行
身体检查。

6 月 5 日 12 时 07 分，黑龙江
龙煤矿业集团鸡西矿业公司滴道
盛和煤矿立井发生煤与瓦斯突出
事故，事故发生时有 8人在工作面
作业。

黑龙江鸡西煤矿黑龙江鸡西煤矿““66··55””事故事故

被困被困88人全部平安升井人全部平安升井
6月6日，在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鸡西矿业公司滴道盛和煤矿立井事故现场，被困矿工获救升井。

（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上接1版 我市城区现有小学、初中、高
中学校 117所，在校学生 94229人，各级各类学
校可提供学位 112900个，学位存量能满足未来
人口迁入的需要。2017年，我市启动了教育强
市三年行动计划，投入26亿元建设15个重点教
育项目，改造薄弱义务教育学校 211所，建成义
务教育标准化学校513所、教学点55个，完成城
区义务教育学校新建、改扩建重点项目19个，为
推动湘潭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打下强有力的
基础。近年来，我市新建了岳塘区湖湘学校、滴
水湖小学、长郡高新实验小学、九华科大和平小
学、九华雅礼中学等12所学校，改扩建湘潭市第
十二中学等20所学校，新增学位近3万个，有效
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仅要让每一个孩
子“有学上”，更要“上好学”。我市通过消除大
班额、集团化办学等途径，做大优质教育资源增
量。2020年 9月，我市义务教育大班额在全省
率先实现全面消零。湘潭市一中、湘钢一中与
和平小学的集团化办学，以及引进长沙市品牌
学校合作办学，使我市优质教育资源的体量不
断加大。

今年秋季，新建的湘潭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湖南师大附属九华步步高小学即将投入使用。
目前，《湘潭市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年）》和《湘潭市推进基础教育补短
板强弱项实施方案》也在紧锣密鼓实施中。我
市正全力提升教育质量，打造优质教育品牌，把

“为群众办实事”做实、做细、做强，着力提升老
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

床位：医养结合养老 关怀备至

人老了，渴望的不仅是温暖如家的生活照
料，更需专业的医疗服务。据统计，目前，湘潭
市 288.2万人口中 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 61万，
占比 21.2%，其中，65岁以上占比 15%。老年人
口不断增加，老年人对于养老、医疗方面的需求
也在不断增长。日前，我们从市卫健委了解到，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市通过调整优化医疗机
构床位，在解决老年人养老和医疗床位需求问
题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5月 21日清晨，在湘潭市六医院养老康复
中心，84岁的何子明与老伴像往常一样来到医
院花园里健身锻炼，做完锻炼后，老两口回到着

自己的住所动手做早餐。何子明两口子居住的
是一室一厅的公寓，走进公寓客厅，立刻有了家
的感觉，卫生间墙壁上有扶手，客厅里冰箱、彩
电、洗衣机等电器一应俱全。在卧室里，摆放了
两张可以升降的床，每张床的床头还有紧急呼
叫器。“这里的设施、环境都十分理想。”何子明
说，他们原本住在河西文化街，随着年纪增大，
上下楼十分困难，加上血糖高经常要到医院检
查，她与老伴很希望找一家合适的医养结合的
机构，为此她到省内多地去考察，最终在2017年
选定了湘潭市六医院养老康复中心。因为就医
方便，加上有工作人员照顾，老两口在这里一住
就是 4年。现在何子明把自家的一些家具都搬
到了这里，已经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市六医院养老康复中心一位负责人介绍，
中心现在已经入住了 700多位老人。大楼每 3
层楼为一个康养区，设置一个管家部，配置了专
职医生、护士负责老人的健康管理，每周对老人
进行两次查房。同时，在大楼每层都配备了活
动室、棋牌室、小型电影院和健身房，经常不定
期地开展各种文体活动。此外，每层还配有楼
层管理员，每天两次进行巡查，为入住的老人提
供无微不至的关怀。

作为我市“医养结合”医院的领军者，市六
医院是从 2009年开始探索“以老为主、以疗为
主”的发展定位，转型发展医养结合和康复医疗
来服务老年人健康需求。“医养结合”给老人带来
的最大好处是一站式康复、养护、护理服务，让老
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为老人和家属解决
后顾之忧。经过10余年的发展，市六医院“医养
结合”床位从原来的100多张扩大到了1130张，
可为轻、中度失能或长期患有慢病的老人及优抚
对象提供居家式康养床位780张，为全失能和临
终关怀类老人及优抚对象提供持续医疗养护床
位350张。对病情较严重、具备长期住院指征的
全失能或临终关怀患者，可按“日包干”模式进行
医保结算。与此同时，医院设立了“天年爱陪”项
目，对需要3个月以上持续医疗介入的全失能或
临终关怀老人，给予300-500元/月的生活护理费
补助。10多年的时间里，六医院累计服务失能失
智和临终关怀类老年人4.2万余人次。该院的医
养模式得到了国家卫健委医改调研组的高度肯
定。2020年 3月，六医院“医养结合”模式入选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卫健委“医养结合在中国
的最佳实践”199例典型经验。

中医在服务老年人健康方面有着不可替代
的优势，为发挥这一优势，湘潭市中医医院增设
了中医康复科，投入经费470万元，将办公区改造
成康复病房，安装了专用电梯，床位增到41张，在
这个面积500平方米的康复治疗中心里设有传统
康复治疗室、运动大厅、物理因子治疗室、作业治
疗室、小针刀治疗室、康复工程室等。医院充分
发挥了中医药特色优势，运用传统疗养、气功导
引功能训练、饮食药物、传统物理、中医情志心
理、针灸按摩、传统康复护理等中医康复方法，更
好地满足老年人中医康复治疗需求。同时通过
组建的湘潭市中医康复专科联盟（目前联盟单位
13家）对基层医务人员培训，使康复医学前沿理
念延伸传播到各县级、乡镇医院，累计培训基层
医务人员900人，每年组织各医疗机构社区义诊
及基层康复医疗服务场次达100余场，“十三五”
期间累计服务达到10万余人次。接下来，市中医
医院康复科将扩建成“康复治疗中心”，医院整体
搬迁后床位将增加到150张。

除此之外，我市各医院还充分利用现有的
医疗资源优先发展康复医学科，以此满足老年
人的康复需求。在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
设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老年病科”，医院进行
了无障碍通道改造，安装专用电梯，开通“老年
人绿色通道”，大大提升老年人就医体验感。与
此同时，我市还鼓励部分医院向医养结合方向
发展，完善综合医院康复科、康复专科医院、社
区康复中心的分级康复体系，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专业康复医疗机构建设，整体提升了我市应
对老龄化的能力和水平，让服务老年人更加专
业化、更加人性化。

车位：多方精准发力
“靶向”治理停车难

“操作很方便，再不用来回找停车位，省时
省力又省心。”今年 5月 14日，位于雨湖区雨湖
路与文化街交叉口的红月亮电影院立体停车场
开始试运营，当天来现场体验停车的市民，大多
反映停车体验较好，希望能多建一些这样的公
共设施为群众服务。

停车难问题一直是城市发展的痛点和难
点。增设路面停车位刻不容缓，立体停车场建
设更是备受市民关注。2020年10月1日，《湘潭

市城区机动车停车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今
年 5月 14日，红月亮电影院立体停车场开始试
运营；今年 6月我市将启动 3028个路内停车位
的智能化设施建设，这些进展标志着在各级政
府的关注之下，我市正在着力“靶向”治理停车
难的问题。

2020年底，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提供
的数据显示，湘潭市机动车保有量为 610000余
台，其中微型、小型客车保有量为378000台。目
前，湘潭市中心城区公共停车泊位需求数为
42000个左右，实有数为 25479个，也就是说需
增加20000个左右的车位缓解停车难问题。

结合《湘潭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
年）》《湘潭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6—
2030 年）》和《湘潭市城市停车设施专项规划
（2016—2030年）（初稿）》的基础上，湘潭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通过选址查勘、规划管理例会审
定、分管副市长建设项目调度会审查，确定湘潭
市拟建立体停车楼（库）一、二期共规划选址 9
处，总用地面积为 24358.29 平方米（约 36.5
亩）。目前4个立体停车场因客观因素影响尚未
启动，其余5处立体停车场正在建设。

除立体停车场正在建设和投入使用之外，
相关职能部门也正在规划和盘活原有的路内停
车位。今年，城管部门将启动一期 3028个路内
停车位的智能化设施建设，预计 6月份启动建
设，8月份试运营。同时配套建设湘潭智慧停车
管理平台，打造莲城泊车App、微信公众号和小
程序，建设停车诱导管理系统、标志标线、停车
和收费公示牌等，并与公安交警、城管信息中心
进行数据共享，打造全城智慧一张网，8月底前
完成首期建设。

《湘潭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
则》（2020年版）于2020年11月2日发布，对道路
停车泊位免费时段从15分钟延长到了30分钟。

对我市现有的停车场和停车泊位将有序激
活一批。对因经营不善处于关停状态或因商业
需要改为他用的公共停车场，采取行政管理、经
济干预、依法恢复等措施，激活存量停车设施。
共享一批，鼓励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
院、旅游景点等停车泊位实行错时共享，有效提
高停车设施利用率。新建一批，按湘潭市城市停
车设施专项规划，有序建设城市公共停车场208
个，新增停车泊位3.52万个；合理设置路内停车
道路141条，新增停车泊位1.64万个。挖潜一批，

利用近期无建设计划的闲置地块设置临时停车
场；鼓励老旧小区、办公场所利用边角地块设置
机械式立体停车库、林荫停车位等设施，合理增
设停车泊位。此外，还清理了一批，即清理违法
占用城市公共场地擅自收费的停车场所。

厕位：聚焦“如厕难”新建重提质

公厕代表一座城市的形象，也是体现人文
关怀、提高市民生活品质的基础服务设施。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城管执法局及时将“厕
位”民生项目建设纳入“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
实践活动，进一步提升厕所保障和服务水平，增
加民生福祉。

“这么快就有移动公厕可以使用，还有新的
公厕在建设，‘如厕难’问题解决了！”这是最近
湘潭经开区蓝思科技的员工常挂在嘴边的话。
一座小小的移动公厕，为何会让员工如此在意
呢？原来不久前，市城管执法局了解到，蓝思科
技周边配套尚未齐全，最近的公共厕所也在2公
里以外，给过往群众和企业员工带来了不便。
了解情况后，市城管执法局立即将这一问题纳
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随后，城管部门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调研，
及时调整公厕建设选址，在保税路与九昭路交汇
处启动建设一座二类公共厕所，同时调用移动公
厕，及时解决群众和企业员工的如厕需求。目
前，新公厕进展顺利，预计在7月底交付使用。

“小厕所”关乎“大民生”。近年来，市城管
执法局坚持实用、美观、便民的标准，已新建完
成了 64座公厕，并推动 200余家企事业单位等
社会厕所对外开放，有效解决了城市人流密集
区公厕布点不足的问题。新建公厕部分首次采
用竹装配式3A级环保公厕，配备有环卫工人休
息室。除了设有男、女卫生间外，还配备了第三
卫生间、母婴室和保洁员工作间。建设方负责
人介绍，竹装配式公厕建设成本低、建设周期
短，美观实用、低碳环保。

2021年，市城管执法局将根据市民需求，有
序推动我市新建5座二类及以上标准公厕，坚持
用“三个一”的工作方法，即一线调研访民情搜
集问题，一张表跟踪督办到底，一颗恒心办出群
众满意的效果，把城市公厕打造成城市“新名
片”，让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
让城市生活更放心、更美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上深刻指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
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
验的精神支柱，强调党的百年奋斗历程
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强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最坚实的基
础。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坚定豪
迈，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百
年求索、百年奋斗的内在关系，彰显了中
国共产党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
唯一正确道路前进的坚毅和执着。

百年历程，许多人和事仍然历历在
目，许多呐喊和高歌犹在耳旁。走过风
霜雪雨，创造人间奇迹，我们有义务用胜
利告慰先烈：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我们有责任让历史告诉未来：社会主义
不会辜负中国！（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
宣言

“小眼镜”超半数

如何给孩子勾勒一个
“清晰”的未来？

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每年 6月 6日是全国“爱眼日”。从 2016年到 2019年，连
续4年的全国“爱眼日”主题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小眼镜”越来越多，让无数家长既揪心又无奈。这个关
系家庭健康、民族未来的大问题怎么破解？听听专家怎么说。

“近视眼真正的危害在于，高度近视眼病理性近视导致的
并发症是致残、致盲的重要因素。”在近日举行的全面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呵护明亮双眼 共筑光明未来”——2021首届近
视防控主题研讨会上，首都医科大学眼科学院院长王宁利说，
我国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近视眼的致残、致盲率在所有疾病中
排名第一，而小学、中学是近视眼患病率急剧增高的阶段。

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的调查显示，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2019年这一数字为
50.2%，较 2018年下降了 3.4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2020年
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较2019年小幅上升。

2019年，国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纳入《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近日，教育部等15个部门联合印发《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年）》，实施引导学
生自觉爱眼护眼等八个方面的专项行动。这是继2018年教育部
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后，有关
部门又一次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问题开展联合行动。

保持正确用眼习惯、每天户外活动两小时、保证充足睡
眠……这些近视防控常识虽然很多家长和孩子已经知晓，
但往往执行不到位。

“增加户外活动、减少近距离阅读，正是现在近视防控的
痛点和难点。”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副院长亢泽峰说，孩
子学业负担加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近视发生率高，如何
处理好学生近视与考学的关系，是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

家长缺乏儿童眼保健知识，也会导致孩子戴上“小眼
镜”。根据国家卫健委近日发布的《0～6岁儿童眼保健核心知
识问答》，从宝宝一出生就应该开始做定期的视力筛查。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专家施维说，0至3岁孩子的
视力筛查往往容易被忽略。

“近视防控措施还应当注重个性化、规范化。”施维说，角
膜塑形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是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但并非对
所有孩子适用。每个孩子的近视成因不同，有的孩子使用低
浓度阿托品没有防控作用却有副作用，而角膜塑形镜、离焦镜
片等也需要规范佩戴。

改善环境光，让桌椅、黑板等的高度与学生身高匹配，督
促学生保持良好坐姿和做眼保健操，监控孩子近距离阅读的
时长……学校和家庭是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主阵地”。

政府主导、部门配合、专家指导、学校教育、家庭关注，各方面
共同落实责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势头。一
些专家指出，目前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仍有完善空间。

近视防控是一个系统的问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配合。
“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建立孩子们的视觉发育档案，会录入孩子
详细的屈光状态参数，但是往往不注意录入家长信息。”施维
说，由于近视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如果在学籍表上同时填报家
长视力信息，就可以把父母都是600度以上高度近视者的孩子
列为重点防控人群，从而有利于这些孩子的眼健康。

施维认为，近视的监测和随访过程中，数据收集必须准
确，如此才能获取孩子的连续的视光发育曲线，并根据其个体
的特点进行个性化防控。 (据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湖南省放流1.35亿尾鱼
新华社长沙6月6日电（记者 周勉

姚羽）6月 6日是“全国放鱼日”。湖南省
35个县市区6日开展放鱼活动，总共向天
然水域投放 1.35亿尾鱼，包括四大家鱼、
胭脂鱼等品种。

湖南省 6日放鱼活动启动仪式在长
沙橘子洲公园战备码头举行，现场向湘
江放流共8032万尾鱼。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管理处
处长王元宝介绍，今年湖南省重点在洞
庭湖、湘资沅澧“四水”及其支流水域、珠
江湖南水域、5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水
库、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域，统一组织
开展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全年计划
放流鱼及亲本 6.26亿尾（粒）以上，主要
放流“四大家鱼”、银鱼卵等经济物种及
大鲵、胭脂鱼等珍稀物种。湖南省已连
续20多年组织开展全省范围的鱼类人工
增殖放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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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洛美6月6日电（记者 田耘）
瓦加杜古消息：布基纳法索政府发言人
乌塞尼·坦布拉 5日说，发生在布基纳法
索北部萨赫勒大区亚加省一村庄的恐怖
袭击已造成至少 132人死亡，另有 40多
人受伤。

4日晚，恐怖分子闯进萨赫勒大
区亚加省一村庄，肆意对民宅开火，
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多处住宅和市场

被烧毁。
这是2015年以来在布基纳法索发生

的伤亡最惨重的袭击。布基纳法索总统
卡博雷5日宣布，为悼念死难者，5日至7
日举行全国哀悼活动。

布基纳法索总理达比雷 5日强烈谴
责这次袭击事件是“前所未有的野蛮行
径”，他呼吁民众保持团结一致，不惜一
切代价保卫国家。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5日通过其
发言人迪雅里克发表声明谴责此次袭击
事件，强调国际社会应加倍支持联合国
会员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2015年以来，布基纳法索袭击事件
频发，安全形势严峻。尽管布基纳法索
安全部队近来进行了多轮大规模反恐行
动，但恐怖袭击事件在该国东部和北部
地区仍频繁发生。

布基纳法索恐袭死亡人数上升至132人

“文明在这里”主题采访报道
在京启动

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 中宣部、中
央文明办 6日在北京举办“文明在这里”
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

“文明在这里”主题采访报道，将贯
彻落实中宣部“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重大主题宣传部署，重点围绕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条主线，宣传阐释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让党
的创新理论在百姓心中落地生根。

报道将紧贴精神文明建设的鲜活实
践，大力弘扬群众身边的榜样力量，集中
宣传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此次
报道由中国文明网组织实施，将通过网
上蹲点日记、嘉宾访谈、系列视频、采风
图集等形式，让人民群众直观真切地感
受到文明就在这里、文明就在身边。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国
庆节前后，首站在北京市海淀区、延庆区
进行，后续将赴福建、江西、贵州等 10省
份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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