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新莲
通讯员 周定源）区司法局近日召开荣昌
区2023年度优秀村（居）法律顾问表彰会，
为优秀村（居）法律顾问代表颁发奖状。

据了解，司法局考评小组经过前期考
核评估程序收集初评考核资料后，结合电
话回访服务对象、实地抽查座谈、检查网络
服务平台工作记载和运用情况等方式，最
终确定刘作荣、陈跃勇、朱纯莉、陈启均等

17名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为2023年
度优秀村（居）法律顾问。

去年以来，全区156个村（社区）的40
余名村（居）法律顾问主动服务和融入城乡
法治建设，紧紧围绕基层治理、乡村建设、
家庭教育等各方面，结合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电信诈骗、民间借贷、劳动报酬、赡养
老人等热点问题，充分运用现场值班和电
话、微信、重庆村居法务服务平台等法律服

务载体，为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公共法律
服务。

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该
局将继续监督全体村（居）法律顾问自觉加
强政治理论、业务技能学习，不断增强对法
律法规的熟悉度、法治精神的认同度、法治
实践的参与度，充分发挥专业作用，助力基
层发展和乡村蝶变，在基层法治建设之路
上强健体魄、壮实筋骨、耕耘收获。

荣昌17名村（居）法律顾问获区级年度优秀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市卫生健康委、中共重庆市委平安办近日
发布“重庆市平安医院”命名通报，荣昌区
人民医院、荣昌区中医院入选。

据了解，平安医院建设旨在维护医疗
秩序、改善诊疗环境、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增强医护人员职业安全感。去年，经医疗
机构申报，区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受理、评
估后推荐，市卫生健康委、中共重庆市委平
安办决定命名67家医院为“平安医院”。

区人民医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把平

安医院建设与医院高质量发展、改善医疗
服务体验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切实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改善患者就医环境，减少医
患纠纷和安全隐患。该院通过加强警医联
动机制建设、智慧安防建设，深入推进平安
医院建设，进一步提升医院安防能力，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
广大患者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

区中医院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工作方针，以全年零
安全生产事故为工作目标，不断加强安全

防范工作，建立健全安全保障制度，落实各
项安全管理措施。该院建立警医联动协作
机制，不断健全安防网络体系，严格做到

“人防、物防、技防”有机结合，医务人员执
业安全感显著提升，广大群众的就医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明显增强。

区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获
得命名的“平安医院”再接再厉，不断深化和
拓展“平安医院”创建活动，巩固和发展创建
成果，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更加安全、和谐、
稳定的就医环境。

荣昌两家医院获评市级“平安医院”称号

非遗知识进乡村
近日，仁义镇组织志愿者在仁义书

院开展以“乐享非遗魅力 龙舞万象启
新”为主题的“微光”课堂。

活动中，志愿者向学生们介绍了舞
龙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等，并手把手带
领大家设计、剪裁、制做手工舞龙玩具，
让孩子们在提高动手能力的同时，深入
了解舞龙这一非遗文化的魅力。

接下来，该镇将通过仁义书院“微
光”课堂致力于传承和发扬非遗文化，通
过更多富有创意和实践性的活动，引导
青少年深入了解和热爱传统文化。

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 通讯
员 廖怡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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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学
生人生的启明灯，时刻为学生指引着前进的
方向。在玉屏实验小学教师陈逾看来，每一
个学生都是一块璞玉，得精心雕刻，才能成为

“美玉”。
如今，陈逾已在三尺讲台耕耘了22个年

头，从教至今，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为
学生谱写出一篇篇动人的“成长日记”——

每个班里都有“淘气包”，在陈逾任教的
班级中，小琦格外引人注目：课堂上一刻也闲
不住，在走廊上乱涂乱画，把过道上灭火器的
保险销给拔了……

然而陈逾很淡定。“一个班里，总有个别

孩子调皮好动。这些孩子如果被打入另册，
就会自暴自弃。”陈逾说，对待这些孩子，就要
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他们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努力发现并放大他们的优点，给予更多关
爱。

陈逾发现小琦特别喜欢阅读。于是，她
便和小琦经常相约周末到新华书店翻阅各种
书籍，也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他养成良好的习
惯。渐渐的，陈逾发现他在语言上极有天赋，
便指导他参加各种演讲比赛。

此后，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小琦还有幸参
加了中日韩儿童童话交流活动。

有时候，“乖孩子”也需要老师的帮助。
延时课一结束，陈逾匆匆啃了几口面包，

就朝学生小硕家赶去。
小硕长年跟奶奶住在一起，老人家对孙

子宠爱有加。虽然九岁体重已达到100多
斤，但小硕性格憨厚，待人谦和有礼，大家都
喜欢他。不过，他平时作业质量不高，成绩总
上不去。

趁着家访，陈逾想找到问题所在。谈话
间，陈逾了解到，小硕经常在家闹脾气，跟在
学校判若两人。做作业时，一遇到不会的题
就立马问奶奶，导致依赖性越来越强。长此
以往，养成了不爱动脑筋解决问题的习惯。

找到了原因，陈逾一边表扬、鼓励小硕继
续发扬自己的优点，一边巧妙引导他在生活
和学习中调整状态。

在陈逾的耐心引导下，小硕在学校认真
听讲，遇到难题立即问老师，在家遇到不懂的
问题会给老师打电话请教，还开始帮婆婆做
家务，做到学校家里“一个样”。

因为陈逾老给自己“找事”，同事们给她
起了个外号——“爱折腾”。

为了发掘孩子们的潜能，陈逾以“活动育
人，合力育人”作为治班理念，根据学生不同
学段的认知特点，精心策划每一项活动，让学
生“在活动中历练，在活动中成长”。这些活
动包括个人才艺展示、讲故事、读书分享、拍
摄微电影、组建摇滚乐队等等。她还充分利

用家长等社会资源，常态化邀请不同职业人
士走进课堂，开发独具特色的“班本课
程”……

得益于独特的教学方法，陈逾让班里的学
生在活动中感受快乐。孩子们始终保持着积
极乐观的学习心态，自信踊跃地参加各类比赛
活动。在22年的教学生涯中，陈逾指导学生
参加国家级、市区级各种比赛获奖130余次。

在“润玉”的漫漫征途上，陈逾自己也收
获满满。从教至今，她曾获重庆市五一劳动
奖章、重庆市优秀德育工作者、重庆市优秀班
主任宣传人选、荣昌区优秀共产党员、荣昌区
三八红旗手等多项荣誉。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一棵树，有的是乔
木，有的是灌木。乔木总是高大、粗壮，灌木
总是低矮、纤细。”陈逾说，身为园丁，不管是
乔木还是灌木，他们生长的每一个环节都要
悉心照料，让他们挺直脊梁，迎风而上。这才
是作为一名教师的意义。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俗话说，“春捂秋冻”。“春捂”应该
怎么“捂”？饮食上要注意什么？

为什么要“春捂”？

从中医养生的角度讲，“春生、夏
长、秋收、冬藏”，“春捂”是顺应春天阳
气生发的需要，可以更好地保护身体
的阳气。

从气温角度讲，初春时节，乍暖还
寒，气温变化较大，如果过早脱掉厚衣
服，可能会使身体受寒、诱发疾病。

“春捂”的目的是保护身体的阳
气，所以除了衣着方面，饮食上的“春
捂”也很重要。

春季适宜进食一些辛温升散的食
品，如豆豉、韭菜、葱、香菜等。

生冷之物应少食，早春饮茶应饮
用一些性质温和的茶类，如红茶和黑
茶，以免损伤脾胃阳气。

“春捂”应该怎么“捂”？

“捂”的程度应以自身感觉温暖，
又不出汗为宜。

如果“捂”时不觉得咽干舌燥，身
体也不出汗，即便气温稍高，也不必急
着减衣。

如果觉得“捂”后身体出汗，则要
早点换装，不然捂出了汗反而容易受
风着凉。

“春捂”要捂好这三处！

颈项部：颈项部有风池穴和风府
穴，是容易中风邪的地方。保护好颈
项部，可以避免风邪侵袭，建议根据温
度戴好围巾、帽子。

腹部：主要是捂肚脐，肚脐又叫神
阙穴，温暖此处可鼓舞脾胃阳气，特别
是一些胃部怕冷、爱腹泻的人，要特别
注意肚脐部位的保暖。

膝足部：都说“寒从脚下生”，所以
膝足部的保暖也尤为重要，春捂穿衣
可遵循“下厚上薄”的原则，秋裤先别
着急脱。

“春捂”要捂到什么时候？

专家建议：遵循“815”原则。
当昼夜温差大于8℃以上时，需

要“捂”。当气温连续几天保持在
15℃以上时，就不需要“捂”了。

哪些人群不适合“春捂”？

“春捂”更多适用于平时体质虚弱的年轻人、抵抗
力较弱的老年人、久病之人以及儿童。

对于青壮年，尤其是体质偏燥热、阴虚或者湿热的
人，“春捂”就不一定适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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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逾和学生们在一起
◀陈逾在课堂上讲课

以爱为名以爱为名 琢玉生辉琢玉生辉
——记玉屏实验小学教师陈逾记玉屏实验小学教师陈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