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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冯杨婕）
“孤山高啊黄河黄，秋风楼上说帝
王，李家大院善为天，家乡的美景
醉斜阳。”近日，由万荣县委宣传
部、万荣县文化和旅游局共同打造
的歌曲《万荣万荣我家乡》在全网
上线。歌曲一经发布，就深受广大
网友和在外运城人的热捧，更勾起
了在外万荣人浓浓的思乡之情。

《万荣万荣我家乡》的歌词介
绍了万荣的著名景点、特色美食、
当地人淳朴的民风和词曲作者的
思乡情。在表现方式上，板胡、唢
呐等地方音乐元素和吉他的巧妙
融合，让歌曲既充满浓郁的地域音
乐文化特色，又不失欢快明了的流

行旋律，通过混搭中西乐器，以现
代说唱的形式与富有泥土气息的
配词，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使得
这首歌一上线，就受到全网网友，
尤其是牛年春节因防疫要求没有
回乡的游子的热捧。

“我从这里出去，常常想起这
里，苦了累了伤了痛了，就想回到
这里……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我这
个身处异乡人的心理写照。”在巴
基斯坦工作的万荣人董杰说，他无
意中在网上听到了这首歌，心情很
激动，同时又夹杂着些许伤感。因
为疫情影响，他已经快两年没有回
家了，特别想念家乡的亲人、朋友
和美食。

这首歌的词作者刘冰清并不
是万荣人，但他对万荣却有着独特
的情感：“虽然我不是万荣人，但当
我踏上这片热土时，就深深地爱上
了这里；每次见到这里的百姓，都
如同见到自己的亲人。”而演唱者
华峰却是土生土长的万荣人，也是
这首歌的曲作者，他说：“文化自信
不是空洞虚无的东西，对家乡的热
爱就是文化自信的表现。我也想
通过这首歌向全国人民推介万荣，
吸引他们来运旅游。”

经过华峰富有激情的演绎，我
们仿佛聆听到一个黄河汉子的呐
喊，感受到一个思乡游子的吟唱，
触摸到一个纯净鲜活的灵魂。

歌曲《万荣万荣我家乡》全网上线受热捧

运城晚报讯（记者 寻霄）为提高
九小场所人员消防安全意识，3 月 3
日，夏县消防救援大队宣传员深入辖
区沿街商铺宣传消防安全。

宣传人员先后来到该县新建路、
火神庙等路段，对沿街小商铺、小场所
等进行了重点宣传，共发放 200 余份
消防宣传彩页，并结合典型火灾案例，
为群众讲解如何报警、防火以及火场
逃生自救方法等。

该大队宣传人员表示，此次宣传
活动，增强了九小场所的消防安全意
识，使更多的人了解到防火、救火、灭
火的基本常识，也进一步提高了辖区
群众自防自救的能力。

夏县消防救援大队：沿街商铺做宣传

▲3月2日，工作人员为市民讲解听力语言康复
知识。

当日，河津市残联组织人员在该市龙门广场，开
展以“人人享有听力健康”为主题的全国爱耳日宣传
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形
式，就听力残疾预防知识、听力语言康复知识、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等重点内容进行宣传，营造全社
会关注用耳健康的氛围。 史甜甜 摄

河津市举办
全国爱耳日宣传活动

运城晚报讯 日前，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办公厅联合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办公厅发布《关于通报表扬
2020 年“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中
表现突出、成效显著机构的通知》，
万荣县医疗集团解店镇卫生院受到
通报表扬。

2018年11月以来，万荣县医疗
集团响应国家卫健委和省卫健委号
召，积极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
动。2019年，解店镇卫生院被市卫
健委确定为创建“优质服务基层行”

基本标准单位，2020年被省卫健委
确定为“优质服务基层行”推荐标准
单位。在该县医疗集团的带领下，
解店镇卫生院严格按照国家《乡镇
卫生院服务能力评价指南》标准执
行，使卫生院的综合能力、基本医疗
和公共卫生服务、医疗设备条件、医
疗服务质量等方面都上了一个新台
阶。

该卫生院深入辖区村庄、社区
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成立
了优质服务基层行工作领导小组，

建立了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分
工负责、职能科室组织协调、科室主
任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按照标准
要求，针对薄弱科室补短板，抓落
实，保证各创建项目顺利推进。

“优质服务基层行”工作开展以
来，该卫生院的整体环境、职工素
养、服务品质、医疗质量、医院形象
等，从内到外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
高，患者就医满意度得到了大幅提
升。

（黄娟）

万荣解店镇卫生院“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受表扬

▲3月2日，万荣县里望乡人民政府与永旺集市
项目负责人举行项目落地签约仪式，这是该乡以实
际行动落实全市项目建设暨招商引资大会精神的具
体实践。

据悉，永旺集市公司秉持对农业最真、离农村最
近、同农民最亲的经营理念，计划投资6000余万元，
将里望永旺集市项目打造成全国的样板。

张巨峰 摄

里望乡与永旺集市签约

▶宣传人员在商铺发放宣传页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李婉玉）近
日，盐湖区医疗保障局通过“6+4”

（六项措施、四个结合）模式，促进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学习宣传入脑入
心。

六项措施为：领导包联，该局班
子成员按类别分别包联公立医院、
民营医院、药店和诊所，进行全面督
导检查；中层领学，该局机关股室负
责人、医保中心股级干部深入定点
机构领学条例，通过交流互动，提高

学习成效；机构主动，要求定点机构
充分发挥前沿阵地作用，积极开展
多种形式的学习宣传贯彻活动；部
门联动，联合卫健、市场监管等部
门，结合各自部门职责进行宣传，并
通过以查促学，促进规范提升；突出
重点，抓住定点机构负责人这个重
点，进行法制培训和案例警示；抓好
全面，在机构层面10家定点机构联
合发出倡议，号召全区定点医药机
构身体力行，在部门层面组织开展

《条例》知识竞赛活动，做到点上有

亮点特色，面上有浓厚氛围。
四个结合为：把做好《条例》学

习宣传贯彻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相结合，与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
治相结合，与激活电子医保凭证工
作相结合，与提升医保经办服务能
力相结合，做到科学统筹，全面推
进。

目前，盐湖区《条例》学习宣
传已全面铺开，在全区的医疗医药
医保系统和参保群众中正掀起高
潮。

盐湖区医保局
让医保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入脑入心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 通讯员 陈小明）3
月3日，稷山县均和村舞台下，12名36岁青年为71
位老人送祝福的温情一幕在这里上演。

以往的每年正月二十，该村36岁的青年都会邀
请乐队、剧团进行表演，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从去年起，该村提倡“弘美德、办实事”。这些人纷纷
捐款给村里老人发放慰问品、给小学生发放书包文
具、为村里建门楼等，一系列善举被村民津津乐道。

今年，该村12名36岁青年继续弘扬美德，捐款
两万余元，为村里 71 位 80 岁以上老人发放米、面、
油等慰问品。现场，领到福利的老人笑逐颜开，热烈
的掌声不时响起，更让播爱者备受鼓舞。

“作为青年一代，以这样的实际行动迎接本命
年，我觉得意义非凡。今后，我们还会为村里的发展、
美德的传承作出更大奉献。”此次活动发起者陈新祺
说。

稷山均和村
12名36岁青年
情系老人送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