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件民生实事之五·“免费送戏下乡进村”惠民工程——

16 件民生实事之六·自动体外除颤器（AED）配置提速工程——

“打开电源开关，按语音提示操作。
然后，按电极片上的图示将电极片紧贴
患者裸露的皮肤，一片贴在胸骨右侧锁
骨之下，另一片贴在左腋下面第五肋骨
处。紧接着，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3月7日，在市区万达广场自动体外除颤
器（AED）点位，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王
丹向商场员工和市民演示如何正确使用
AED进行急救（右图）。

自动体外除颤器（AED）可诊断特定
的心律失常，并给予电击，是可被广泛使
用的抢救心搏骤停患者的急救设备。现
场实操学习的市民杨小洁告诉记者：“政
府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配置 AED 是
一件惠民实事。普及学习急救知识，在
关键时刻可以挽救一个生命，值得每一
个公民学习掌握。”

在公共场所设置 AED，普及救护知
识，是建立公共急救体系的重要一环，代
表着一个城市的安全和文明发展程度。
自2020年以来，在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
配置AED，被列为省、市民生实事项目之
一。2023年，我市在公园、广场、社区、景
区、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安装了 103 台
AED，培训了 5446 名红十字救护员，圆
满完成了民生实事目标任务。

AED 不仅要安好，更要用好。承担
此项任务的市红十字会，始终坚持把提

高站位摆在首要位置，成立专班、细化职
责、严抓考核，积极统筹推进市、县一体
化落实民生实事工作。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科学规划布
点，确保安装到位。根据统一安排，市
红十字会按照人流量大且集中、流动性
强、人口密度大、心源性疾病发生概率
高等因素综合考量，在征求各县（市、区）

意见建议并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后，完成
配置点选址，按时报省红十字会审核通
过。随即，接收省红十字会下拨的AED
机，发放给各配置点，合理安排安装进
度，做到位置醒目、便于取用、标识清晰、
易于识别，同时签订三方协议，明确管理
责任。

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确保用好AED，各级红十字会组织开
展了 AED 应急救护培训，讲授心肺复
苏、创伤救护和 AED 使用方法，向合格
学员颁发红十字救护员证。同时，充分
利用报纸、电视、新媒体等宣传平台，广
泛宣传 AED 及应急救护培训工作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全社会的应急救护
意识。此外，对所有设备投放和人员培
训情况进行梳理检查，加强专人巡检和
标识设置，及时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复训，
使民生实事项目落到实处，并取得实实
在在的效果。

市区禹都公园红十字救护站工作人
员李彩虹说，这项民生实事，办得真实
在。公园配备的AED及各类急救药品、
设备，定期有人上门检查维护。在平时
的培训中，她也学到了很多急救知识，能
很好满足游园市民所需。

市红十字会负责人表示，民生实事
为人民。在今后的工作中，他们将探索
财政投入、行政强制、公益众筹和社会动
员多重机制，提升 AED 的配置率，让
AED得到更广泛的利用。同时，持续做
好民生实事项目的管理、使用、培训、督
导，在全社会普及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
提升应急救护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确
保民生实事项目起到为民造福的效果，
守护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

“ 关 键 时 刻 顶 大 事 ”

“这出《枣儿谣》真是太好看了！”
“能在家门口看到这么精彩的演出，

就两个字，高兴！”
台上戏剧演员一亮相，就引起台下

观众的阵阵掌声。尽管只有乡村简单的
舞台和设备，但仍抵不住河东群众的看
戏热情，更别说这送到家门口的文化盛
宴了。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基
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城乡文化
互动日益频繁。由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
主办的“免费送戏下乡进村”惠民工程旨
在推动城乡文化均衡发展，丰富乡村文
化生活，让群众在家门口看到高质量的
戏曲表演，享受戏曲“大餐”。

我市自 2013 年开展戏曲惠民活动
以来，惠民演出达到两万余场，惠及观
众 1000 余万人次，实现了全市行政村
全覆盖的目标，各级剧团收入大幅增
加，戏曲发展步入了良性轨道，实现了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经过多
年努力，我市全域戏曲惠民工程深入开
展、扎实推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果。近年来，戏曲惠民过程中，无论送
戏数量还是送戏质量，均稳居全省前
列。2017年，全省送戏下乡现场会在运
城召开，对我市的戏曲惠民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

2023 年，运城市“免费送戏下乡进
村”惠民工程持续发力，全年共免费送戏
下乡惠民演出 2600 余场，戏剧、歌舞等

营养丰富的文化“大餐”源源不断地送到
河东大地的大小村落，满足了大家日益
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送戏内容上，市文旅局严把剧目
“审核关”，精选近百个优秀剧目，纳入
全市送戏下乡演出剧目资源库，并及时
进行充实更新，确保剧目与时俱进、不
断丰富；着力提高节目质量，既送传统
剧目，也送新创作品，既送戏曲，也送
歌舞，旨在满足不同年龄层观众的需
求。

在 演 出 团 队 上 ，严 把 剧 团“ 准 入
关”。我市作为全省唯一“县县有剧团”
的地级市，无论是专业剧团还是业余剧
团，数量都十分可观。为送出高质量的
文艺表演，全市“送戏下乡”严选16家国
有艺术院团，既有河东群众喜闻乐见的
蒲剧、眉户，又有曲剧、豫剧，再加上河东
道情、锣鼓杂戏等，形成了城乡文艺交融
的活跃景象。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地
方小剧种，县域之间的交流演出也促进
了剧种之间的文化交流。

在戏剧市场培育上，我市率先探索
“以送促购”模式，不断提升院团闯市场
能力，积极探索“3+X”模式，既增加了服
务总量、提高了院团收入、激发了市场活
力，又涵养了基层文艺生态。

在服务创新上，积极拓展文旅融合
惠民新形式。2023年国庆、中秋期间，
我市共有超过16家文艺剧团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 200 场“免费送戏进景区”活

动，为广大群众带来丰富的“文化大
餐”。

如今，戏曲已成为河东群众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戏曲惠民活动无论走到
哪里，都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无
论刮风下雨还是艳阳高照，无论寒冬还
是酷暑，只要有剧团来演出，村民们都会
早早地来到舞台前，翘首以盼，遇到喜欢
或者熟悉的剧目时，还会跟着演员哼唱，

一曲结束，更是毫不吝啬自己的掌声和
叫好声……

蒲韵悠悠，声声入心。河东戏剧文
化源远流长，戏曲惠民将这些丰富多彩
的文艺表演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也唱
到了群众的心坎上。它打通了文化惠民
到乡村的“最后一公里”，让广大群众在
家门口乐享“文化宴”，也让河东戏剧传
遍河东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门 口 乐 享“ 文 化 宴 ”

▲送戏到稷山县稷峰镇东街村 姚小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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