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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众多新

人喜结连理。这本是人生中值得庆祝

的美好时刻。然而，在有的地方，高价

彩礼带来的却是沉重的负担，为这份喜

悦蒙上了阴影。

深化婚俗改革，为彩礼“减负”为

何这么难？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

些人将彩礼金额视为男方经济实力的

象征，出于面子和攀比心理，索要、炫

耀高价彩礼；有些人将彩礼的多少等同

于对婚姻的重视程度。此外，一些经济

条件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适婚女性较少，

一些大龄单身男性及其家庭希望通过

高价彩礼展示“竞争力”；有的家庭把

彩礼看作家庭收入、养老补偿等的重要

渠道。

在我国传统婚俗中，一定的聘礼

是缔结婚姻的重要仪式，但今天的高价

彩礼不同于聘礼，它往往压得人喘不过

气，让不少年轻人望而生畏，强烈呼吁

改革婚俗。

近年来，为遏制高价彩礼、深化婚

俗改革，一些地方结合实际做出了有益

探索，如制定彩礼限额标准、将限制高

价彩礼等纳入村规民约、大力推广文明

积分等奖励措施……因地制宜、有理有

据展开宣传引导、营造良好氛围，让文

明新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受到很多

年轻人的欢迎。

为彩礼“减负”，也是给爱情“加

分”。培育婚俗新风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让婚姻始于爱情，让家庭更加幸福。

为彩礼“减负”，给爱情“加分”
新华网记者 梁建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九龙坡区考
察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
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诠释着我们
党的初心与使命，饱含着对各族人民
群众的浓浓关怀和对党员、干部的殷
殷期盼，彰显着中华儿女对实现伟大
民族复兴的坚定信念。

从“民生为大”中践行“为人民谋
幸福”的初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
践行初心使命，不断为实现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历史。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
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
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征
途漫漫，惟有奋斗。广大党员干部要
自觉践行初心使命，发扬顽强拼搏、攻

坚克难的奋斗精神，以干劲、闯劲、拼
劲 在 党 纪 学 习 教 育 中 画 好“ 规 矩 方
圆”，在乡村振兴中展现担当作为，在
基层治理中锤炼过硬本领，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

从“民生为大”中涵养“一枝一叶总
关情”的民心。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根
基、血脉和力量源泉，为了人民的幸福，
无数先辈披荆斩棘、攻坚克难，进行了
艰苦卓绝的奋斗。无论是“尝百草”的
张思德同志，还是心系群众的朱治国同
志，共产党人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践
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
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江山就是人
民，人民就是江山，广大党员干部要厚
植为民情怀，永葆为民初心，把人民群
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面对面”倾听
社情民意，“点对点”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从“民生为大”中坚定“实现中国

梦”的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
的理想，也深深反映出我们的先辈不
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就是要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踏平
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广大
党员干部要铭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遵旨，牢记面向党旗许下的
铮铮誓言，团结带领各族人民群众沉
下心来、扑下身子、甩开膀子，去破题、
去突围、去解决，满怀信心奋进新征
程，建功新时代，在办好一件件“关键
小事”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切实以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
懈奋斗。 来源：青海日报

以“三心”践行“民生为大”
马洪军

高额彩礼现象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基层

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就近满足群众看病就

医需求和维护群众身体健康方面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推动优质医疗卫

生服务向社区、家庭延伸，促进基层防

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提升，是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从优化医疗卫生资源的角度来看，

加强县域医共体建设，从单个机构的发

展转向更加注重医共体内成员单位的

协同联动发展，有助于加快提升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县域医共体可实现

对县级医疗机构和基层乡镇卫生院、村

卫生室的纵向整合，形成责任、管理、服

务、利益共同体，带动县域医疗能力整

体提升。2021 年，四川省泸县被确定为

全国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当地结

合区位特点和群众就医习惯，组建 3 个

医共体，目前已经形成 10 分钟村级、20

分钟镇级、30 分钟县级医疗服务圈。实

践表明，打造县域医共体，能够推动形

成特色鲜明、专业互补、错位发展、有序

竞争的发展格局。

从改善群众就医感受的角度出发，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拓展，有助于推动

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转变，为群众提供更

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比如，上海市长

宁区有常住人口 69.38 万人，家庭医生

签 约 了 33.04 万 人 ，签 约 率 达 到

47.62%。家庭医生以及家庭医生工作

室的普及，更好满足了居民就近看病的

需求。从长远来看，以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提升基层服务能力，需要进一步强化

制度保障。比如，落实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管理等政策，更好满足签约居民基本

用药需求；引导医院与辖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一起，壮大签约服务力量；鼓励

家庭医生增强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及慢

性病防治管理能力，拓展康复、医养结

合、智能辅助诊疗等服务功能。

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

力，归根结底要靠人。《“十四五”卫生健

康人才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 年，每

千常住人口基层卫生人员数达到 3.30

人”。从“引”的角度而言，要适应服务

需求，不断探索县管乡用、乡聘村用、特

设岗人才柔性引进、退休人员返聘、对

口帮扶等人才流动配置新机制。比如，

福建省三明市探索“乡聘村用”模式，成

效明显。从“用”的角度，要进一步拓宽

人才范畴。除了医药护技等人才，也应

重视老年健康、医养结合、托育服务、健

康服务业等相关领域人才。从“育”的

角度，要进一步加强培育和配备具备

医 、防 、管 等 能 力 的 融 合 型 人 才 。 从

“留”的角度，应创新激励保障机制，消

除医务人员扎根基层的后顾之忧。

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

健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医

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

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

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

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

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持续加大基层

卫生健康投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和均衡布局，健全激励基层医疗卫生人

员的良好机制，定能让广大人民群众更

好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

务。 来源：人民日报

让群众在“家门口”好就医
景日泽

持续加大基层卫生健康投入，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布

局，健全激励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

良好机制

观光缆车、垂直电

梯、无障碍通行栈道等，

如今一些景点对景区进

行了无障碍旅游改造升

级，让老年游客也能更

加轻松地进行游览。随

着我国老年人口的不断

增长，老年旅游市场将

愈发旺盛，成长前景可

观。老年人因空闲时间

相对较多，经济相对宽

裕，已成为外出旅游观

光群体一支重要力量。

老年旅游者更依赖

社会公共服务。由于生

理机能衰退，并且多患

有慢性疾病，在旅游过

程中更重视安全问题，

更 依 赖 无 障 碍 环 境 支

撑，更需要医疗和健康等服务的保

障。在数字化时代，智能化服务在包

括旅游业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深刻

改变了人们的出行和生活方式，而不

少老年人却因为不会上网、不会使用

智能产品，无法充分享受智慧旅游服

务带来的便利。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此前

公布了 10 个 2022 智慧旅游适老化示

范案例，覆盖省、地市、区县、景区等

多种类型，在内容上聚焦线上平台和

功能的适老化改造、线下景区设施与

服务模式的升级，将智能化贯穿景区

预约购票、入园游览等多个环节，涉

及从点到线到面的全流程适老化服

务。这些案例的经验成果将为各地

推动智慧旅游适老化工作从方法上

启发思路、从模式上提供借鉴、从实

践上引导创新。

如何更好地让老年人出行无障

碍、跨越“数字鸿沟”，无疑是旅游业

尤其是景区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这需要从线上到线下，从智能应用产

品到公共设施服务，探索尝试用更精

细的服务、更人性化的技术供给，不

断丰富适老化应用场景，提供更多适

老化服务产品，对接老年群体需求，

打造更多更好智慧旅游的“适老化模

式”，让老年人在出游过程中获得实

实在在的满足感。

来源：青海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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