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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兴时报》特别开通“小华热线”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为进一步深入开展自治区政协

“学思想 重履职 勤协商 惠民生”
实践活动，《华兴时报》特别开通

“ 小 华 热 线 ”0951-6029949，倾 听
百姓心声，了解社情民意。如果您有
操心事 、烦心事 、揪心事，请拨打
热线电话。

倾听百姓心声
了解社情民意
如果您有

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请拨打热线电话

小 华 热 线

0951-6029949

宁夏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行“7×24小时”
全天候服务，近日群众有哪些诉求，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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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节课都会记录我的板书，自动生
成图文并茂的课堂纪要和相关知识点实
录片段，帮助学生精准复习。”中国科大附
中高新中学英语老师汪飞飞越来越欣赏
教室里新装的科大讯飞智慧大屏。

数智技术正在让课堂变得“不一
样”：数学课上，试卷可以实现一键拍
照、分析并讲解；英语课上，每位学生的
英语发音可以进行实时评价；体育课上，
可以针对每位学生的体质状况设计个性
化运动方案……

回顾2024年，从中小学校到居民社区，
微小的中国社会细胞正在经历全方位的数
智化转型，一幅崭新的生活图景徐徐展开。

在甘肃，智慧安防系统对小区实现
人、车、房高效管控，实时识别人员、车辆；
在上海，自动驾驶车辆入驻社区，定时定
点接送老人去医院配药；在福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使用智能检测设备为居民进

行健康检查……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各地积极应用新

技术手段，为居民营造现代化、智慧化的
生活环境。

“你好小新，我饿了。”寒冬岁末，天津
河西区居民李大爷对着家里的百度养老
智慧终端设备下达了指令。十几分钟后，
一份热乎乎的营养餐就送到了老人家中。

“小新现在成了我的智能管家，每天
听新闻、看气象、订餐、送药这些事儿，跟
它说句话的功夫就都办好了。如果遇到
了突发事情，小新还能呼叫急救。”李大爷
笑着说。

科技发展不仅影响着“一小”，还温暖
着“一老”。

智慧终端一边面对社区老年用户，一
边联通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汇集了餐
饮、助医、购物、家政、康复理疗等多项服
务，让社区老人“足不出户、便捷养老”。

拥抱智能时代，不仅在于应用科技创
新成果，更在于正确处理人与技术、社会
的关系，提升数字素养与技能，培养创新
思维和科学精神。

走进广西柳州市第八中学机器人工
作室，激光雕刻机、机器人、无人机等各种
设备一应俱全，同学们正在老师指导下，
通过编程让机器人跟随音乐的律动舞蹈。

“中小学时期是学生思维塑造与知识
奠基的关键阶段，开展人工智能教育能让
学生尽早接触前沿科技，培养创新意识与
实践能力，契合新时代对创新型、复合型
人才的需求。”柳州市教育局局长潘旭阳
说，人工智能教育课程已覆盖全市基础教
育全学段的 70多所中小学。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普及
性科学活动的基础上，整合校内外创新资
源，组建机器人、航模、人工智能等7支科技
团队，为学有特长的学生提供项目研究机

会。这所中学的校长李晓辉说，依托科技团
队参加比赛项目，学生不仅在校内的科研课
程、实验交流中精进水平，还能进入高校院
所的实验室开展研究、参加国内外展示交流
活动，向拔尖创新人才的方向发展。

构建系统化课程体系，实施常态化教
学与评价，开发普适化教学资源……教育
部近期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人工智能教
育的通知》，探索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实
施途径，提出 2030年前在中小学基本普及
人工智能教育。

从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到
为居民创造更加便捷、舒适、安全的生活
环境，从虚拟实验教学覆盖全国 31个省
份，到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 40
多万门老年教育课程资源……

越来越多的学校社区融入“智能时
代”，越来越浓的“科技味”增添百姓的幸
福感。 （新华社北京12月29日电）

正是这次参加活动的机会，她邂逅
了石嘴山市非遗传承人程学忠，程学忠现
场展示烙画与贴布贴画制作。

火针在木板上跳跃，一旁的针线也穿
梭于布帛，刺绣这一传统技艺的独特美感
扑面而来。米凤英被深深吸引住了，心底
沉睡已久对美的热爱与渴望被点燃。
程学忠也被她专注神情打动，又听闻她坎
坷经历，当即决定收她为徒，并鼓励她说：

“手艺之路不好走，可我瞧你有股子韧劲，
只要肯下苦功，你定能在这行闯出一片
天。”米凤英连连点头，就此踏上学艺征程。

“初学烙画时，因身体残疾带来许多
困难。右腿缺失导致重心不稳，稍一用力，
火针就会在木板上失控，划出歪扭焦痕，练
习木板常常被我‘毁’得惨不忍睹。”米凤英
笑着说。但她没被困难吓倒，而是咬紧牙
关，在废弃木板上反复练基本功，从直线到
曲线，从勾勒轮廓到晕染层次，一坐便是数
小时，手臂酸痛、手腕磨红，汗水滴落在
木板，她却浑然不觉，脑海中唯有提升技
艺的想法。

随着线条渐稳，复杂图案绘制成了
“拦路虎”。花鸟绘制需捕捉灵动姿态，
人物烙画讲究神情细腻，稍不留神，画面
便呆板失色。“为攻克难关，程老师倾囊
相授，特意寻来诸多经典图册，带着我逐
幅剖析、讲解下笔的轻重疏密。示范时，
程老师手持火针，轻点慢勾，边烙边解，

一一拆解技法要点。还带着我反复观察、
揣摩实物，帮助我将感悟融入烙画过程之
中，让笔下形象鲜活灵动起来……”米凤
英说。

米凤英告诉记者，手工布艺的学习，
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裁剪布料时，单手
难以抚平褶皱，身体失衡使裁剪线歪扭不
堪，初期版型“惨不忍睹”；缝针环节，因
发力不便，手指常被刺破，鲜血滴在布料
上。程老师便贴心帮忙，还鼓励她：“别
灰心，慢工出细活。”在老师的鼓舞和自
己的摸索下，她逐渐掌握技巧，从平针、
锁边练起，日夜不辍。

在米凤英的不断努力下，其创作的
布艺贴画作品《生命》和《一帆风顺》、葫
芦烙画作品《花开富贵》入选市级手工艺
品展会，多次荣获各类比赛大奖：石嘴山
妇女联合会授予米凤英石嘴山市巾帼手
工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2023年，她的手
工布艺被石嘴山市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米凤英被确定为石嘴山市第三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这些
闪耀着的荣光，见证她的奋斗之路。

如今，米凤英还在大武口区开起了
一间葫芦烙画工作室，30多名残疾学员
慕名而来。她悉心指导，手把手教授残疾
学员掌握烙画、布艺等技能。“咱身体虽
有残缺，可双手能创造奇迹，只要心向阳
光，梦想总会开花。”米凤英说。

笑对坎坷 心向阳光

米凤英：点亮轮椅上的“非遗梦”
本报记者 李 莹 见习记者 陈君奕

金凤区阅海湖隧道内存有遗撒钉板，影响车辆通行。
回音：银川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至

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经核实，银川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安排施工人员前往现场清理，并对阅海湖隧
道全线排查，确保路面无杂物。

灵武市兴灵路与育才街交叉口路面积雪无人
清理，影响通行。

回音：银川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至
灵武市综合执法局。经核实，环卫大队第一时间安排
清洁工人清理积雪，并对积雪积冰路段撒布融雪剂，
切实保障出行安全。

惠农区泰和苑小区西南方向公厕长时间关闭，
无法使用。

回音：石嘴山市 12345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
至惠农区综合执法局。经核实，因公厕设备损坏故暂
停使用，综合执法局立即安排施工人员维修，已于接
诉次日恢复正常使用。

中宁县泽丰苑未开通天然气，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回音：中卫市 12345 热线接到诉求后，立即转办

至中宁县昆仑燃气公司。经核实，该小区为老旧小
区改造，施工单位已在整理工程资料阶段，预计 12
月底开通天然气。 （本报记者 马 敏 整理）

“命运为我关上了一扇门，却为我开了一扇窗。”近日，石嘴山市
非遗传承人米凤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米凤英是肢体残疾人，右腿骨关节以下截肢，生活中离不开轮
椅。尽管命运坎坷，可她却在葫芦烙画的学艺之路上感受到了乐趣，
实现自强自立。

米凤英患小儿麻痹症，双腿绵软无
力，身体平衡性差，每迈出一步都要付
出极大努力。当别的孩子奔跑嬉戏时，
她却只能在一旁眼巴巴看着。上学之
路更是漫长艰辛，十分钟的路程她要半
个多小时才能到校。即便这样，米凤英
还是坚持读完小学、中学课程。18岁那
年，专门吸纳残疾人就业的大武口区福
利厂接纳了米凤英，她在这里从事电器
维修工作。

然而，命运再次给了她重重一击。
“2013 年，感觉腿部用不上劲，来到医院
检查后确诊为神经末梢癌。当时病情
危急，为了保命，医生建议手术切除右
腿骨关节以下组织。”米凤英回忆。术
后，她望着残缺的肢体，挫败感与绝望
感笼罩着她。曾经还能倚仗拐杖勉强
自理日常，如今却被困于床榻，翻身、坐
起都需家人协助。她把自己封闭在屋
内，不想面对外界。期间，家人一直陪
伴在旁，妹妹照顾她左右，为她擦拭身
体、按摩、喂饭，经常陪她聊天，开导鼓

励她。在家人帮助下，米凤英逐渐重拾
信心。“虽身有残缺，但我觉得不该就此
被束缚，残障不过是生活的一道坎，迈
过去就是重生。”米凤英说。在妹妹的
陪同下，她来到银川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接受康复训练。在医护人员的耐心指
导、器械辅助下，她逐渐能站起来，还能
移动到走廊、训练室。

随着身体机能逐步改善，米凤英开
始向往外面的世界、全新的生活。在她看
来，身体的康复只是重生的开端，精神世
界亦需滋养与填充，她思考着到底该怎么
生存下去？

恰在此时，石嘴山市残联组织文化
活动，邀请残疾朋友前来参加。在家人的
鼓励下，米凤英怀揣着忐忑与期待来到了
活动现场。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将她深
深吸引，当她的目光停留在葫芦烙画作品
上时，葫芦之上的山川河流、花鸟鱼虫、
人物故事，细腻的线条与丰富的色彩让她
不禁为之惊叹，原本忐忑的情绪也逐渐被
惊喜所取代。

历经挫折 顽强向前

本报讯“您好，李大爷，您在家吗？是我小张，马上元
旦了我想去家里看看您。最近天气冷，您出门注意保暖。”
约定好时间挂断电话，玺悦社区网格员开始做准备工作。
12月 30日，兴庆区玺悦社区开展“关怀困难群众，爱心传
递温暖”活动，为辖区高龄、独居、大病、残疾人等送去米面
油，用实际行动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

“天气冷了，您的腿最近还疼吗？”“家里最近有没有遇
到什么困难？”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为困难居民们送
去米和油等生活必需品，并通过面对面拉家常，关心她们
的日常生活起居、身体状况，网格员告知上年龄的独居老
人，天气越发寒冷，嘱咐他们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出门走
路要缓慢小心、防止摔倒，并仔细检查了家中是否存在用
气、用火、用电等安全隐患。

“今年以来，兴庆区玺悦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对接居民
需求，通过走访慰问，既能拉近志愿者们与居民的关系，又
能促进社区与群众的共建，还能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助残、
扶幼的传统美德。为辖区居民撑起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
幸福家园。”玺悦社区书记王海萍说。 （柳 昕）

本报讯“在我最艰难最无助的时
候，是工会无微不至的关心，给我经济上
的大力帮助和精神上的鼓励，让我切实
感受了娘家人的温暖。”朴实无华的语
言，却饱含着小娟（化名）最真挚的情
感。银川市总工会对她的帮扶，让她重
拾生活信心。

小娟今年 37岁，2006年她和丈夫在
银川结婚，3年后回了丈夫东北老家，回
东北的第一年她的丈夫突发脑溢血，经抢
救后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小娟边上班
边照顾行动不便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家
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她一个人的肩上。
2015年，小娟和丈夫回到银川，后双方协
议离婚，女儿洋洋（化名）归小娟抚养。

然而，2019年 4月，洋洋因车祸导致
脾破裂切除、左侧肢体偏瘫，被确定为伤
残七级。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她的生
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想到我的女

儿还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我没有时间暗自
伤心，为了孩子必须得振作起来。”小娟
说。那段时间医院里高昂的治疗费、生活
费，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孩子出院后也需
要人精心照料，在经历了近一年的治疗及
康复训练后，洋洋出院了。2020年 5月，
小娟应聘了兴庆区通贵乡政府公益性岗
位，这份工作离家近，能更好照顾女儿。

然而，小娟的收入无法支撑女儿后
期的治疗费用。2021年小娟又被查出得
了多形性腺瘤，做了两次手术。在这最
艰难的时刻，银川市总工会向她伸出了
援手。2023年 3月，小娟被核定为相对生
活困难职工，从此开始了她与工会“娘家
人”的不解之缘。工会不仅为她建档立
卡，还定期发放帮扶资金，为她提供了实
实在在的帮助。2023年至 2024年工会为
她发放帮扶资金 26508 元、取暖费 1000
元、“两节”送温暖慰问金 600 元、“暖心

卡”1张，节日里工会还会为困难职工发
放粽子、米面油、月饼等慰问品，组织进
行体检“两癌”筛查。

“最让我感动的是工会不仅为我提供
了经济上的支持，还给予了我精神上的慰
藉。每当我感到迷茫和沮丧时，工会的工作
人员总是耐心地倾听我的心声，鼓励我勇敢
面对困难。明年洋洋还将进行一次大的开
颅手术，想到这些我时常担心得睡不着觉，
但现在我会坚强面对未来发生的一切，努
力工作，用实际行动回报银川市总工会和
社会各界好心人的恩情。”小娟哽咽着说。

银川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坚
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持续做好慰
问困难职工、一线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帮扶慰问。为全市建档困难职工发放“工
会暖心卡”，缓解职工生活困难，用心用情
解决职工急难愁盼问题，当好职工群众信
赖的“娘家人”和“贴心人”。（柳 昕）

新华社北京12月 26日电 国家医保
局 26日发布消息，截至 12月 9日，全国所
有省份已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范围
扩大至“近亲属”。参保人可通过线上途
径绑定近亲属关系，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
户的共济。

2021 年，国办印发文件，将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使用范围从职工本人，扩
大到其参加基本医保的“配偶、父母、
子女”；今年 7 月，国办再次印发文件，
进一步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亲属
的范围由“配偶、父母、子女”，扩大至
其参加基本医保的“近亲属”，共包括
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
外孙子女。

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 1
月至 11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 3.25亿
人次，比 1月至 10月增长 0.42亿人次；共
济金额 444.53 亿元，比 1 月至 10 月增长
75.45亿元。

从 共 济 地 域 看 ，同 一 统 筹 区（通
常 是 同 一 个 地 市）内 共 济 3.00 亿 人
次，共济金额 393.17 亿元；省内跨统筹
区共济 2536.01 万人次，共济金额 51.36
亿元。

从共济用途看，用于支付在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343.08 亿元，用于支付在定点零售药店
发生的个人负担的费用 20.72 亿元，用于
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 74.80
亿元。9 月份进入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
后，9 月、10 月、11 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
用于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等的个人缴费金
额分别达到 12.28 亿元、27.51 亿元、30.21
亿元。

目前，全国所有省份已实现职工医
保个人账户省内跨统筹区共济，跨省共
济工作正在推进中。

学 校 社 区 融 入“ 智 能 时 代 ”

困有所帮 难有所助

银川市总工会持续做好困难职工帮扶慰问工作
全国所有省份已将职工医保
共济范围扩大至“近亲属”

兴庆区玺悦社区：

关怀困难群众 爱心传递温暖

（上接01版）
对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专业性强的政策法规和重

大措施，通过政务服务专题直播、新闻发布会等形式，立体
式、多方位开展政策宣传解读，采用调查问卷、实地访谈等
形式，全面收集企业意见和诉求，持续跟踪政策实施效果；

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不断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
行为，强化执法监督，建立健全跨部门执法协调机制，全面
推行“综合查一次”，建立健全执行联动机制；

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进行
“私人定制”，开发多样化融资产品，加大无还本续贷投放
力度，适当降低信贷门槛，提高信贷额度和期限，深化敢贷
愿贷能贷会贷长效机制建设，进一步助企纾困；

……
脚步，一寸寸丈量调研的深度；建言，一句句体现资政的

力度。在开展助力“百日攻坚战”民主监督工作中，自治区政
协协调自治区交通厅、文化和旅游厅、体育局帮助贺兰县解
决宁夏正鋆田园静心民宿及运动基地相关项目，协调解决梦
驼铃、晓星氨纶、隆基硅材料等一批企业的实际困难。

与时代同频共振，为发展凝聚合力。自治区政协充分
发挥民主监督优势，坚持问题导向，持续精耕细作，积极搭
建协商平台，通过召开重点关切问题通报会、专题协商会、

“有事好商量”等，不仅为企业宣传阐释政策，更在互动交
流中回应重点关切，以“一锤接着一锤敲”的行动力，在助
企纾困中善作为，在建言资政中走在前，在为民服务中显
担当，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力争把“有用之言”
转为发展“有益之事”。

（紧接01版）把高质量的要求贯穿于提案、审查、办理、督
办、考评等全过程、各环节，进一步提升提案工作质效。
要坚持质量导向，打造精品提案，进一步加强制度保障，
推进提案高质量办理，以高质量的调研成果推动高质量
的提案，更好发挥反映民情民意、促进科学决策、广泛凝
聚共识的功能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新篇
章贡献力量。 （柳 昕）

（紧接01版）不断深化履职为民实践。要在强化作风建设
上下功夫，着力提升履行职责的能力，真正做到“懂政协、会
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不断提升履职质效。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陆军参加会议。

蓄力赋能促履职 学思践悟强根基

抓好学习贯彻 提升履职质效

为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贡献政协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