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爱而行 守护美好健康生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
开展健康中国行动和爱国卫生
运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2022年是中国爱国卫生运
动70周年。今年，自治区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发出
“防疫有我 爱卫同行”号召，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
近日，本报记者深入社区、公共
场所、企事业单位，从讲文明、爱
运动、护健康、守绿色、重环保等
方面，讲述我们身边“卫”爱而
行，守护美好健康生活的故事。

爱国卫生运动，距离我们
并不遥远。比如日常开展家居
环境的清洁、生活垃圾的分类、
生活小区的环境以及基础设施
的维护，比如大家正在坚持做
的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少
聚集、用公筷、保持一米社交
距离，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
其实就是爱国卫生运动的主要
内容。

近年来，我区以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完善公共卫生设施、
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厕所
革命”等为载体，将爱国卫生运
动贯穿于健康宁夏建设的各个
阶段，立体式构建爱国卫生新
格局，居民主要健康指标位居
西部前列，为保障群众生命健
康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今年 2 月，2021 年度国
家卫生城镇复审结果公布，银
川市、石嘴山市、吴忠市、青铜
峡市入选 2021年重新确认国家
卫生城市（区）名单，银川市连
续 14年保持“国家卫生城市”荣
誉称号。通过持之以恒地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我们的环境更
舒适，城市更宜居，群众更幸
福，健康正成为人民生活福地
的最美底色。

每个人都是健康第一责任
人，爱国卫生运动需要全社会
同心、同向、同行。世界卫生组
织研究发现，个人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对健
康的影响占 60%。不断提高健康素养，学会
关注自己的健康，主动学习健康知识，养成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的
良好生活习惯，自觉维护他人的健康，这些
都是爱国卫生运动应有之义，也是我们每一
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只有让爱卫行动越来
越容易被群众接受，文明健康意识才能嵌入
到居民日常生活中。一句话，管理好自己的
健康，就是给国家作贡献。 （强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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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的一声，手机提示，已完成 5 公里
跑既定目标。韩东逐渐放慢了脚步：“还要
再绕湖走一圈，做做拉伸，今天的‘作业’才算
完成。”

韩东家住银川市兴庆区在水一方 A区，
距离丽景湖公园只有百步之遥，自从公园铺
设了健身跑道，拥有“地利”优势的他给自己
布置了“作业”：每天打卡完成 5公里跑，不论
寒暑，风雨无阻。“运动带给我的改变内外兼
备，一些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偶尔见面，直呼认
不出我。”48岁的韩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
得年轻许多，更吸引人的，是他身上散发出来
的舒朗和自信，“生活习惯、脾气秉性改变了
很多，不愿意再把时间浪费在过多的应酬上，
平时更注意饮食结构，不愿意失去汗水换来
的成果。”

健康的体魄、阳光的心态，是丽景湖公园
送给周边热爱运动的市民的一份礼物。

“丽景湖公园是兴庆区三大体育公园之
一，周边小区环绕，住户超过 10万人，每天入
园参加健身活动的市民近 8000人。”银川市
兴庆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体育中心负责人
纪艳晓说，“公园里大小健身站点有近 10个，
篮球、足球、乒乓球、毽球、羽毛球、广场舞、健
身气功、武术、徒步、棋牌、冬季滑冰……大多

数市民的运动需求，都能在这里得到满足。”
12月 6日，银川市海宝公园北侧的乒乓

球活动区，王宇小朋友和爸爸“激战”正酣。
“网课期间，几乎每天中午都会带孩子来这里
打球，既能活动筋骨，又能让眼睛得到充分休
息。”王宇的爸爸王鹏飞说，自己家距离海宝
公园骑车不到 5分钟，“在家门口就能让孩子
领略运动的魅力，这会给他们未来的成长打
下良好基础。”

记者从自治区体育局了解到，近几年，银
川市丽景湖公园、海宝运动主题公园等都建
设了健身步道、健身路径和多功能运动场，方
便市民就近健身锻炼；彭阳县、盐池县、同心
县、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等县区也因地制宜，建
设了茹河运动公园、环城体育公园、长城关公
园健身步道、滨河运动广场、星海湖运动公
园，运动健身渐成时尚。

“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近健身，我们充
分利用公园绿地、社区‘金边银角’等建设健
身场地设施，方便群众开展体育健身锻炼。”
自治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按照规划，

“十四五”时期，全区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将达
到 3.15 平方米，“10 分钟健身圈”初步建成，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例达到 38.5%，运
动健身将成为城市新亮点、社会新风尚。

爱运动：

十分钟健身圈 让城市动起来
本报记者 秦 磊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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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在苏峪口国家森林公园里，“严禁
烟火”“禁止吸烟”等文明习惯宣传标语随处
可见。

“以前游客进山随意扔烟蒂，这样的不文
明行为给森林防火带来了隐患，如今随着禁
烟控烟措施等文明习惯的宣传和推广，不文
明现象越来越少了。”12月 16日，宁夏贺兰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苏峪口管理站站长
郝小军说。

“这些年，我们通过开展无烟党政机关建
设等活动，让机关干部带头，引导群众共同参
与，形成全社会控烟的良好氛围，让人人都享
受健康绿色生活环境。”自治区健康教育所相
关工作人员说，如今，已经在全社会形成了良
好的控烟氛围。

走访中，记者发现很多机关单位都悬挂
了“无烟机关”标识，公共汽车、出租车等公共
交通工具禁烟标识也成了“标配”，旅游区、商
场等公共场所都划定了吸烟区，图书馆等公
共场所不仅设置了禁烟标识，还专门设立了
禁烟文明督导岗，对吸烟等不文明行为进行
劝诫和引导。“现在街上设置了很多专门丢烟
头灭烟的垃圾桶，商场等公共场所到处都有
标识禁止抽烟，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已成
为大家的共识，感觉环境越来越好了。”银川
市民李先生说。

在银川市兴庆区崇安社区老饭桌餐厅，

“文明就餐，从我做起”“按量盛饭，避免浪费”
等标语贴在餐厅的醒目处。崇安社区党委书
记陈爱梅说，老饭桌的工作人员每天会根据
预约的用餐人数及日常消耗情况，合理确定
食品供应量，确保每天的菜品不浪费。“随着
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的推广与宣传，人
们的生活也越来越讲究了。”陈爱梅说，新冠肺
炎疫情让很多人的用餐习惯悄然发生变化，“科
学防疫、文明就餐”的理念也成为大家的共识。

银川市仙鹤楼餐厅是我区较早倡导使用
公筷的餐厅之一。该餐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早在 5年前，仙鹤楼餐厅就为每位到店用餐
的食客提供公筷、公勺，个人的筷子与公筷从
颜色和样式上予以区分，在餐桌上还要单独
再配备一副至两副公筷、公勺，方便客人互相
夹菜时随时取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
家越来越认识到使用公筷公勺的重要性，培
养文明用餐的习惯应该成为潮流。”消费者刘
女士说。

“公筷、公勺是推行分餐而食的具体表现
之一，这不仅可以预防经口传播的疾病，避免
共同用餐时个人使用的筷子、勺子接触公众
食物，经口、唾液传播一些传染性疾病，还有助
于良好饮食习惯的养成。”宁夏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相关负责人说，通过倡导卫生、健康、文明用
餐等文明礼仪方式的推广，实现用“小餐桌”
捍卫“大健康”、以“小礼仪”带动“大文明”。

讲文明：

养成好习惯 改变看得见
本报记者 李 锦 文/图

居民在银川市兴庆区中山南街富
强社区闲物置换驿站进行闲物置换。

“每间办公室都配置了两个可回收物收
集袋，在每层楼水房配置一个可回收物收集
桶，在楼院内配置废旧衣物回收箱，建立专用
二维码，对可回收物进行有序回收。”近日，银
川市市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其单位
垃圾分类开展情况。

在银川市市政管理局的餐厅，记者看到，
这里设置有厨余垃圾投放口、其他垃圾投放
口，引导就餐人员正确分类投放厨余垃圾，
同时引进厨余垃圾就地处理设备，将分类
投放后的厨余垃圾进行就地发酵，制作有
机肥料用于有机蔬菜种植，实现了厨余垃圾
变废为宝。

作为银川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牵头单
位，银川市市政管理局从 2019年开始不断创
新工作方式，率先在全区推行“以袋换袋+量
化考评+志愿服务”垃圾分类模式。

“自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以来，机关各
科室、局属各单位参与率达 100%，回收利用
率达 85%。年减量厨余垃圾约 8 吨，月产出
有机肥 160 余公斤，每年可种植有机蔬菜
1.8 吨，培育绿植 300 余盆，实现了厨余垃圾
不出单位就地循环利用。通过宣传、积分奖
励、月度考评等方式，转变大家思想，实现从

‘嫌麻烦’到‘乐于分类’转变。”银川市市政管
理局有关负责人说。

前不久，为鼓励业主积极参与积分兑换，

银川市西夏区西萃芳庭小区物业通过垃圾分
类积分超市给业主免费兑换芹菜。“我们小区
业主参与垃圾分类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积
分兑换超市是 2019年 7月开的，截至目前大
概有 1300户居民参与，兑换积分金额约 50万
元。”负责小区物业的银川市隆光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张永芳说。

近年来，银川市通过有序推进垃圾分类
工作，加快构建全域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新格
局，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不断加强宣传教育，
完善分类设施，强化监督指导，推进分类落
实，提升分类实效。目前，银川市已向市辖三
区居民小区投放可回收物投放设施7402个，
厨余垃圾投放设施17491个，有害垃圾投放设
施 3097个，其他垃圾投放设施 26563个，四分
类收集房 543座，升级改造前端分类投放点
1703处。明确各县（市）区、各行业管理单位，
对居民小区、公共机构、公共场所垃圾分类设施
进行自查、规范。同时明确要求各类垃圾运输
企业要对车辆标识进行统一。

据了解，银川市目前生活垃圾分类覆盖
78家区直机关单位、104 个市直党政机关、
204 个辖区党政机关、769 所学校和 1270 家
医疗机构，党政机关单位、医疗机构及学校
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居民小区垃圾分类投放
设施覆盖率达到 1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达 47%，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70%。

重环保：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本报记者 智 慧 文/图

梅昊龙是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
学院 2020级学生，作为班里的心理委员，他
时刻关注着班里其他同学的心理状况。不久
前，他发现同学小马因为与周围的同学相处
不融洽，产生很多负面情绪，情绪波动也比较
大。梅昊龙主动和小马沟通，倾听他的烦恼，
了解他的立场和想法，对其进行心理疏导，经
过几次疏导后，小马心理上的疙瘩解开了。

“在班级建设中，班级心理委员担当着向
同学们传播心理健康知识、守护同学们心理
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宁夏医科大学心理健康
教育与咨询中心副主任、心理学教授李秋丽
介绍，学校非常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不仅开
设了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还设有心理宣泄室、沉浸式心理体验室等，为
大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心理服务。

“疫情期间，学校经常举办心理健康讲
座、团体心理辅导、心理减压活动等，帮助同学
们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压力。”李秋丽说，学校
利用心理健康大数据网络平台，为全体学生开
展心理测评及心理筛查访谈工作，一人一档建
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同时，建立学校、学院、
医院及家长联动机制，对心理困难学生及时转
介到医院进行评估和治疗，由辅导员、同学和家
长共同协作，为心理遇到障碍的学生提供支持
和帮助，尽可能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我们
通过宿舍、班级、学院、学校四级工作体系为
学生撑起心理健康的‘保护伞’。”李秋丽说。

青少年正处在生理和心理的成长变化阶

段，他们的心理特征还没有完全定型，因此，
更容易产生心理上的问题。一直以来，我区
十分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通过一系列举
措，护航学生健康成长。

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专职心理教师夏绍
贞说：“每年高考前夕，因为考试的巨大压力，
一些孩子会出现情绪低落等心理问题，来主
动找老师进行心理咨询的孩子也很多。”

作为班主任，银川市阅海第四小学老师
李一凡特别关注班级里学生的心理状况：“发
现有学生近一段时间不按时交作业或者情绪
低落不稳定，作为班主任老师，我们会立即和
家长联系了解情况。”

目前，全区 64所公立普通高中和 252所
公立初中都配备了专职或兼职心理教师，包
括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定期接受心理健康教
育培训，以便及时发现情绪异常的学生，并为
他们提供相应帮助。自治区教育厅要求各学
校将心理健康作为学校教育工作重要内容，
纳入教学安排，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心理健康
教育；要求县级教育部门设立或依托相关专
业机构，牵头负责组织区域内中小学开展心
理健康测评工作，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
中、高中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推动建立

“一生一策”的心理成长档案；指导学校开展
心理健康关爱行动，对面临升学压力的初三、
高三学生及家长开展心理辅导；对贫困、留
守、流动、单亲、残疾、遭遇校园欺凌等处境不
利学生给予重点关爱，适时开展心理干预。

护健康：

用心交流 撑起心灵的保护伞
本报记者 张 涛 文/图

冬日暖阳下的银川市大街小巷干净整洁，车
流人流井然有序。

“这些年，我们的街道越来越干净整洁了，临
近的唐徕渠畔环境更是特别美。”12月12日，银川
市兴庆区崇安社区住户刘鑫艳说。刘鑫艳是一
名党员志愿者。“我们常态化开展的一项志愿者
活动就是及时制止纠正乱倒垃圾等一些不文明
行为。”在刘鑫艳眼中，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主
动参与保护环境，以前居民楼里到处张贴的“牛

皮癣”广告不见了，小区里设置的垃圾桶分类更
细了，出门遛狗的市民也会拿着塑料袋或纸张，
主动处理宠物粪便。如今，走在崇安社区，处处
干净整洁、规范有序。

“我们小区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了，下水管道
通了，路面平整了……居住环境好了，我们住得
也舒坦。”银川市兴庆区新华街街道平坦巷居民
楼，六旬老人刘春琴说，她在这个小区住了 20多
年，因基础设施老旧，一些老住户都搬走了。今

年 4月，兴庆区新华街街道办事处在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中，申请了专项经费解决平坦巷老旧小区
基础设施老化问题，并对群众反映突出的背街小
巷、农贸市场周边、老旧小区、拆迁工地等环境卫
生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卫生死角的生活垃圾、遗
留在老旧小区的建筑垃圾都被清除了，利群东街
170 号楼、裕民巷 53 号楼破裂的排水主管修好
了，温州商城地下农贸厅、百姓便民市场摊区环
境脏乱问题一一得到整治。

今年 6月，兴庆区中山南街富强社区联合宁
夏中易网，在红运新村小区打造闲物置换驿站。
驿站内摆放了琳琅满目的生活必需品供居民们
兑换，有食品、日用品、玩具等等。居民可以随时
将家中的废旧物品带来称重计量，兑换所需物
品。驿站开业后，居民们纷纷带上废纸箱、饮料
瓶、废旧电池、闲置衣物等前来兑换。“我把平时
积攒的废纸箱、饮料瓶等收集起来，带到驿站称
重计量，能兑换好几包卫生纸。”富强社区居民王
伟说。

“绿色发展理念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
关。以旧物换新物，这不仅使社区居民整合家中
闲置资源，物尽其用、绿色环保，同时也解决了居民
楼道里乱堆乱放的老大难问题，促进了社区环境的
卫生整洁。”富强社区党委书记吴卫双说。

守绿色：

人人参与 让环境更优美
本报记者 周 昕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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