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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场
短新闻

本报讯（记者 陶涛）11月 25日，记者
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了解到，今年以
来，该厅积极采取标准宣贯、发布倡议、公开
承诺、严格执法监督、广泛宣传引导等系列
举措，进一步推进节约粮食、常态化制止
餐饮浪费工作提质量、见实效。我区餐饮
服务单位制止餐饮浪费行动蔚然成风，目
前，全区已有 3.4万余家餐饮单位向消费者
提供“小份菜”“半份菜”，最大限度减少餐饮
浪费。

“我们聚仙楼推出了‘小份菜’，积极引
导顾客适量点餐，养成文明、健康的饮食习
惯。”宁夏岚华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江
耀萍说。当天，记者在位于银川市西夏区的
聚仙楼餐厅看到，该餐饮店优化了菜单，不
但推出热菜、凉菜“小份菜”，还有芝麻饼、牛
肉饼、羊肉臊子面等面点类小份餐品，方便
顾客挑选。店内醒目位置张贴有“文明餐
桌”“光盘行动”等宣传海报，餐桌上摆放着
文明用餐宣传牌。

“我们积极督促引导餐饮单位将制止餐
饮浪费纳入‘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管理，
采取设置提醒牌、明示提示语、人工点单提
醒等方式落实制止餐饮浪费各项举措。”自
治区市场监管厅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我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制止
餐饮浪费纳入日常监督检查重点，针对餐饮
外卖、婚宴、自助餐、单位食堂、学校食堂和
旅游团餐等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加大监
督执法和曝光力度，督促外卖平台和入网
餐饮单位在餐品展示、订单提交、订单完
成等页面显著位置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
费者适量点餐。截至目前，全区共监督检
查餐饮服务单位 24252 家次，督促整改餐
饮浪费问题 179 个，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9 起，强化了警示、震慑作用。同时，我区市
场监管部门先后开展进企业、进社区、进学
校及公开承诺等宣传活动 95场次，宣传覆盖
人群 11万人次，营造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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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照刚）11月 25日，由自治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主办，自治区就业与创业服务局、自治区人力
资源开发服务中心承办的宁夏 2024年首期求职能力实训营
（学员班）在银川开班，全区30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就
业困难人员集中参加培训。

“我叫马晓，毕业于宁夏理工学院土木工程专业。”“我是
李婷凤，来自固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共
同发展。”……培训班第一节课开始后，在国家创业培训师徐
耀红的指导下，30名学员分为5个小组相互交流学习。

周泽军毕业后先后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奇瑞汽车和宁东
一制药厂工作过一段时间，但一直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感到困
惑，在众多行业选择面前举棋不定。“我最喜欢的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专业，但是对未来发展一直难以定位。希望通过这
次学习，对未来职业规划更明晰，能够在这个行业得到很好
的发展。”周泽军说。

“本次实训营的举办，旨在帮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
体提升就业和求职能力，提高求职成功率，促进高质量
充分就业。”自治区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实训营为期 8 天，将采取集中授课、模拟训练、实
战演练等互动式、驱动式教学的方式进行。在课程设置
方面，实训内容突出求职实操与演练，在师资选用方面，邀
请就业指导部门、高校和行业就业指导专家等 4位优秀教
师负责全程授课指导，为每组学员配备 1名职业指导师作
为求职辅导员全程跟进，确保每一名学员都能够得到专业
化就业帮扶。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
全面推进青年求职能力实训工作，指导各地举办求职能力实
训营（学员班），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求
职指导和能力提升服
务，助其在求职道路上
扬帆起航，实现自己的
职业梦想。

宁夏精准帮扶提升
毕业生求职能力

3D电影给人们强烈的观影感受，栩栩如
生的立体感，让人身临其境。

当 3D-4K技术应用到腹腔镜手术中，则
让外科手术医生犹如拥有了一双“火眼金
睛”，能够透视到肉眼所观察不到的人体内部
结构，使手术更精准、安全。

近日，宁医大总院肝胆外科王琦教授团
队成功为一名老年男性肝细胞癌患者实施了

“3D-4K荧光腹腔镜左半肝切除术+胆囊切除
术”，手术时长 2小时，术中出血不足 100毫
升。术后第一天，患者即可自主下床活动，恢
复流质饮食，一周后，患者康复出院。

“肝细胞癌患者”“手术出血量少”“一周

后患者康复出院”，这几个关键词组合起来，
令人吃惊。让医生们拥有“火眼金睛”的，是
叫作“3D-4K荧光腹腔镜”的“神器”。

该院肝胆外科学科带头人王琦教授告诉
记者，该患者所患的肝肿瘤紧贴第一肝门、第
二肝门，手术部位处于主动脉、肝静脉、肝胆
管等大血管之间，手术难度极大，可能会导致
术中大出血、胆道损伤。

在“神器”的辅助下，医生能够清晰辨认
患者腹腔内的各种系统构造，从而提高手术
的精细程度，能更加顺利地进行精细解剖，不
仅大大缩短手术时长，还有效降低了术中副
损伤概率，减少术中出血，提高了手术安全

性，降低手术并发症的发生。
据介绍，荧光腹腔镜可以称为术中“北

斗导航”。3D-4k 荧光腹腔镜的高清影像
系统，将两个摄像头镜头传输的画面合成
立体效果，最大限度还原患者体内真实情
况。医生佩戴 3D眼镜进行手术操作，类似
我们在电影院中观看 3D电影，手术视野中
的每一个细节都能被精准捕捉到。王琦介
绍，该院引进的 3D-4K荧光超高清腹腔镜
系统，将推动宁夏外科手术进入极致高
清微创手术新时代，不仅给医者带来方
便，更为广大患者的健康提供更加坚实
的保障。

戴上3D眼镜 肿瘤无处遁形
本报记者 尚陵彬

本报讯（记者 尚陵彬）贝宁当地时间
11月 24日清晨，中国（宁夏）第 27批援贝宁医
疗队骨科医生成功为中国港湾贝宁科托努
港 5号码头项目部中国员工董先生进行了一
例紧急手术，精准地从他颈总动脉旁取出了
一块铁片，确保了董先生的生命安全。

贝宁当地时间 11月 23日下午，董先生
在工作中，被工程车断裂的履带铁片击中
颈部和左前臂，受伤部位紧贴颈总动脉，情
况十分危急。董先生被工友送到当地医院
后，医生为他取出了左前臂的铁片，但由于医
院医疗技术有限，却迟迟不敢对扎在颈部的
铁片动手。

“患者受伤的位置非常特殊，具有巨大风
险，术中一旦损伤到颈动脉，患者会有生命危
险！我们无法进行下一步手术，请求中国医
生援助！”危急时刻，该医院联系到正在贝宁
执行援助医疗任务的中国（宁夏）第27批援贝
宁医疗队洛克萨分队队长、骨科医生杨生森。

接到求助后，杨生森仔细审阅了患者CT
影像，评估了手术风险及可行性，安排董先生
次日到中国（宁夏）第 27批援贝宁医疗队援
助的莫诺和库福省中心医院，由医疗队队员

为其手术。援贝宁医疗队的医生们凭借精湛
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将铁片从董先生颈部
取出，且未损伤其颈总动脉，手术顺利完成。

“在看到咱中国医生的那一刻，我心里踏
实多了！身在异国他乡，此刻，我深切感受到

了来自祖国的温暖！”术后董先生说。
自今年 2月抵达贝宁以来，中国（宁夏）

第 27批援贝宁医疗队已经完成了 200余例手
术，积极为当地群众带去健康福祉。记者了
解到，就在本月，中国（宁夏）第 27批援贝宁

医疗队先后两次到贝宁帕拉库中国保利集团
公司、中国石油公司 8号基地，为中资公司员
工开展义诊活动，并向长期生活在贝宁的同
胞们详细讲解疟疾、伤寒等非洲常见病的预
防治疗知识。

铁片击中颈部 同胞命悬一线

中国（宁夏）第27批援贝宁医疗队紧急出手挽救生命

11月 2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
会”）表演项目中，由宁夏代表团创编的表演项目《山鞭舞动六盘情》以 8.88分
的优异成绩暂居综合类第一名。

当天上午，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项目进入第二个
比赛日。宁夏代表团编创的表演项目《山鞭舞动六盘情》和《幸福来自共产
党》，用盛大的舞蹈阵列与群众生活场景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创作，为观众献上
视觉盛宴。

《山鞭舞动六盘情》时长 5分 54秒，节目通过“对麻鞭”、赶牛羊等表演形
式生动展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盘山地区回族放羊娃在大山里放牧的情
景。同时，还融入了宁夏“花儿”、春官词、传统武术等特色文化元素，全方位
展示了六盘儿女生生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山鞭舞动六盘情》闪耀运动会

11月25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花炮项目第一阶段比赛结
束，宁夏花炮队以小组第三晋级第二阶段比赛。均本报记者 王晓龙 王刚 摄

11月25日，运动员正在表演《山鞭舞动六盘情》。

11月 25日，运动员在《幸福来自共产党》表演项目中，
艺术化呈现群众采摘枸杞的过程。

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丽景街
街道康平社区中瀛御景小区一
角，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摊位，摊位
并不大，只见一张小桌子上放着
电子秤，两排货架和地上整齐摆

着成捆的粉条，但却不见销售人员。
货架旁的墙上贴着一个收款二维码，并有一张纸条写

道：“正宗西吉土豆粉条，自助购买，称重扫码。”
“这是我们社区设置的无人售卖摊位。”11月 21日，记者

遇到了正在摊位上买粉条的居民杨小萍，只见她将选购的粉
条放在电子秤上称重后，直接用手机扫码支付。“真是很便
利，前两天邻居说从这里买了几袋粉条还不错，我也来试
一下。”杨小萍说。小区居民王华买了一次后也经常光顾
这里，称重期间，她对这个无人售卖摊位赞不绝口：“在这
里购买不仅价格实惠、质量有保障，还能直接支持农民，感
觉非常有意义。”

据介绍，康平社区每年都会定期开展助农活动，在受到
“无人售卖”的启发后，社区便在辖区中瀛御景小区会所内长
期开设无人售卖摊位，专门售卖农副产品。最近，社区和西
吉县的土豆粉农户协商后，决定不收取任何租金和其他费
用，让农户将自己的产品放在摊位上售卖，有需要的居民可
前来选购。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农户提供一个销售产品的
渠道，让农产品能够直达居民手中，减少中间环节，增加农民
的收入，也让居民能够以更低价格购买到新鲜的农产品。”社
区党委书记郑鑫说，为了让居民们放心购买，社区还安排了
专人对摊位进行维护，保证购物环境整洁。无人售卖摊位试
营业 1个月以来，产品已销售了一大半，且没有丢失一件商
品，也没有出现过因产品质量问题等退货的现象。

摊位虽小，利在便民。无人售卖摊位的设立不仅是社
区服务的一次创新，方便了居民日常生活，更是一次助农
活动的有益尝试。“我们会继续对接农户售卖更多的应季
农副产品，在助农的同时将诚信建设与基层治理结合，引
导辖区居民诚实守信、自律互信，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效
能。”郑鑫说。

无人值守的菜摊
本报记者 张适清

本报讯（记者 王文革）“以前，村委会门
口挂了近 40块牌子，现在只留下几块最关键
的牌子，不仅群众办事更方便了，我们也有更
多时间进村入户，了解群众的真实需求。”
11月 24日，中卫市沙坡头区常乐镇黄套村党
支部书记陈学祥感慨地说道。

近年来，基层治理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屡
屡被诟病。村委会、社区服务中心门口挂满
牌子，成了许多地方的“标配”。今年以来，中
卫市在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难题上打出

一套减负、赋能、增效“组合拳”。通过清理不必
要的标牌、规范社区事项准入等一系列举措，让
基层干部腾出更多时间专注于为民服务。

中卫市建立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
突出问题任务清单。针对规范挂牌、规范工
作机制、规范工作事务准入、清理不合理证
明、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规范考核评价
机制等 6个方面，明确工作目标和具体任务，
全面自查自纠。并统一规定城乡社区挂牌数
量、名称和式样，让基层干部回归主责主业，

有更多时间精力干事创业、为民服务。
按照“一室多用”原则，该市大力整合村、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内部上墙制度牌子，坚持
“只减不增”。把“难清理、重复挂、已过时”的
问题搞清、摸准，使一大批“花架子”制度牌子
成为过去式，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面貌焕
然一新。今年以来，该市清理规范村（社区）
标牌 2476个，清理规范上墙制度 1921个，清
理证明事项261个。

中卫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焦宇辰

说：“破解‘小马拉大车’问题的根本目标，是
为了释放基层治理的活力、激发干部的干劲，
让基层干部能把更多时间用在解决实际问题
上，真正做到为民服务，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变化。”

此外，中卫市、区、县联动开展全面调研，
覆盖 68个社区，发放 1428份调查问卷，最终
形成社区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益服务和便
民利民服务“三张清单”，指导村（社区）工作事
务依单办事，提高基层治理效能。

形式主义下墙 干事服务上心

中卫市清理规范村（社区）标牌2476个

地处六盘山西麓
的隆德县，民间艺人辈
出，书法、绘画、彩塑、
剪纸、刺绣、皮影等民
俗文化源远流长，无一
不显示出这座小城厚
重的历史文化。这里
更是诞生了一种全靠
双手精雕细琢的艺术，
那就是五十年不变色、
百年不变形的宁夏老
字 号“ 杨 氏 彩 塑 ”。
2008年，杨氏彩塑被评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同年，被列入自
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

走进隆德县温堡
乡杨坡村的杨氏彩塑
艺术馆，威武雄健的武
士、体态婀娜的舞者、
端庄清俊的书生……
一件件用泥巴做成的
富含艺术魅力和地域
特色的彩塑作品，或展
现当地人民的日常生
活，或演绎古老的传说
故事，神态各异、惟妙
惟肖，匠人们用灵巧的
双手赋予泥土生命和
灵魂。

泥塑，俗称“彩塑”，是一种古老的中国
民间艺术，其历史之悠久，至少可上溯到距
今4000年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它不仅
仅是对泥土的塑造，更是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捧一把泥土，斩一把稻草，和一和，泥土
就有了筋骨。捧一把泥土，放一些棉絮，泥
土就有了皮相。一团不起眼的泥巴，经过宁
夏杨氏彩塑代表性传承人杨佳年双手的拿
捏，就像被赋予了生命，成为一件有灵性的
艺术品。

“这件看上去小巧的彩塑像，需要一周
到半年的制作周期才能完成。从选土、酿
泥、塑形、彩画到开描，需要经过 20多道工序
精制而成。”杨佳年说，如今，承载着岁月的
痕迹与文化的沉淀，杨氏彩塑已传承至第七
代，抟土呈彰，用工匠精神传承百年技艺，用
双手赋予泥巴以生命。

近年来，杨氏彩塑艺术在继承传统特色
工艺的基础上，创作了《农村社火队》等现代
题材的大型泥塑，为宁夏、甘肃、新疆等地修
复和复原了 200多件（组）泥彩塑造像。同
时，多次代表宁夏参加全国博览会和民间文
化艺术展览交流等活动。杨佳年还打破家
族传承模式，广收门徒，由传家变为传世，让
这一珍贵技艺得到广泛流传。

受杨佳年的影响，第六代传承人杨贤
雄、杨贤龙、程建平、杨贤麒等在坚守中不
断追求创新，推动形成以彩塑为主体，集
彩绘、木刻、根雕、刺绣、烫画于一体的“杨
氏家族艺术”，成为带动一方群众增收致
富的文化支柱产业。占地 2000 多平方米
的杨氏彩塑艺术馆如今已经成为当地集
彩塑艺术陈列展示、研究保护、设计开发
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基地，每年前来参
观的游客超 1.5万人次。同步开发的系列
旅游产品，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带动当地
群众 100余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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