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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通讯员 罗燕芳）近日，由区文化旅游委、
区文联主办的第七届“周末文艺荟”公益
文艺展演在康宁广场举行。该活动将持
续至12月31日，每周五晚为市民打造一
场文化狂欢，广大市民朋友可前往观看。

当天，首场演出在开场舞《来了就是

一家人》中拉开序幕。随后，合唱《学习雷
锋好榜样》、车灯表演《荣昌好吃嘴》、舞蹈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节目轮番
上演，在载歌载舞中倡导全区人民共同营
造崇德向善、歌颂家乡歌颂党、德耀棠城
的良好氛围。

“今年的演出主体阵容强大且多元，

演艺团队、文艺家协会、艺术培训机构等
各类文艺力量纷纷报名参与。”区文化馆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群众文化品牌活
动，旨在为市民搭建一个亲近艺术的平
台，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受艺术魅
力，同时挖掘和培养更多本土文艺人才，
推动荣昌文化事业蓬勃发展。

每周五，可到康宁广场观赏公益文艺展演

健 康 专 栏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通讯员 甄俊杰）近日，第二批市级银龄健
康之乡、银龄健康之家、老年人体育健身示
范团队名单公布，我区5家单位、团体上榜。

据悉，银龄健康之乡是老年人交流思
想、交流健身经验、常年开展各种体育活
动的服务平台，已成为“老有所乐”的幸福

家园。此次重庆市共命名银龄健康之乡
33个、银龄健康之家179个、老年人体育
健身示范团队110个。

其中，广顺街道入选银龄健康之乡；
西南大学荣昌校区老年活动中心、广顺街
道檬梓桥社区、观胜镇睡佛社区入选银龄
健康之家；广顺街道桃子舞蹈队入选老年

人体育健身示范团队。
接下来，我区将继续以服务辖区老年

群众为宗旨，进一步提高服务能力，持续
做好组织建设、协调保障、宣传发动等工
作，推动老年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丰富
老年人业余生活，使老年人老有所依、老
有所教、老有所乐。

这五家，上榜重庆市银龄健康之乡等名单

清晨的阳光刚刚洒进区政务服务中
心，医保窗口工作人员史宣艳已经把面前
的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从初入行业的
青涩新人，到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史宣
艳用十二年如一日的坚守，见证了医保事
业的蓬勃发展，也实现了自我的成长与蜕
变，每天在人潮涌动的大厅里，用微笑和
专业服务，让每一位办事群众如沐春风。

一天，一位70多岁的老人神色焦急
地来到医保窗口，询问道：“姑娘，我长期
在重庆市外居住，之前办了医保个人账
户金额一次性返回的业务，可我这几年
没回荣昌，银行存折丢了，我不知道这几
年返回的钱去哪儿了。”老人眉头紧锁，
声音略带颤抖。

史宣艳见状轻声安慰：“您先喝口
水，别着急，慢慢说，咱们一起想办法。”

在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史宣艳
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接着说道：“您
放心，这个事儿能解决。我陪您去附近
的邮政银行查查交易记录，看看那些钱
是不是都到账了。”

随后，史宣艳陪着老人来到邮政银
行。在银行里，她一边帮老人与工作人
员沟通，一边耐心向老人解释查询流程，

“麻烦您帮我们查查这位老人名下这个
账户，看看有没有医保个人账户返回的
金额记录。”

银行工作人员迅速操作起来，不一
会儿，就查到了相关信息。

史宣艳指着屏幕，高兴地对老人说：
“您看，这些就是您医保个人账户返回的
钱，都在这儿。”确认金额到账后，她又协
助老人办理了将资金转移到常用银行账
户的业务。

“姑娘，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这么
耐心帮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老
人拉着史宣艳的手，不住地称赞。

史宣艳不仅在日常服务中细致入
微，在提升服务效率方面更是积极作为。

“高效便捷的服务对群众至关重要，
我们要推动医保政务服务朝着高效、便
民的方向发展。”为此，史宣艳和同事们
积极响应上级政策，主动与各部门沟通
协作，全力投入到优化服务流程的工作
中。

就拿特病办理事项来说，曾经，我区
的特病办理流程繁琐，三家特病鉴定医
院每月轮流办理，办理时间有限制，而且

办理时限较长，患者往往要等待很久才
能拿到特病就诊凭证。史宣艳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

于是，她和同事们大力推进多项医
保政务服务事项流程优化，优化办事流
程，简化办事材料，推广医保事项掌上
办、网上办。

经过多方努力，特病办理流程迎来
重大变革：如今，我区特病办理流程由三
家特病鉴定医院每月轮流办理优化为三
家医院同时办理，办理时限从20个工作
日大幅缩短至14个工作日。不仅如此，
特病就诊凭证的发放方式也不断优化，
从最初的每月15日集中发放，到后来提

供“政务+邮政”免费邮寄服务，再到现在
患者凭社保卡或医保码就能直接就诊。
这一系列改变的背后，都有史宣艳辛勤
付出的身影。

在群众心中，史宣艳是他们的“暖心
使者”，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医保服务的温
度。谈及未来，她表示，将持续聚焦医保
优化措施，解决当前医保服务中的痛点
与难点，针对不同年龄层次、职业背景以
及健康状况的群众，精心设计个性化服
务方案，力求让每一位办事群众都能享
受到更加贴心、周全的医保服务，持续为
全区医保事业发展添砖加瓦。

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

医保窗口工作人员史宣艳

扎根医保“小窗口”服务群众“大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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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丹
通讯员 林 利）近日，在荣昌区眼镜产业
园公交站台发生暖心一幕：一名老人疑似
因突发疾病瘫坐在座椅上，途经此地的公
交驾驶员成兴华果断施以援手，为老人争
取了宝贵的救治时间，传递了棠城温度。

2月28日上午11时05分，成兴华驾
驶101路公交车途经荣昌区眼镜产业园站
时，发现一位老人瘫坐在站台座椅上，身体

歪斜、面色苍白。察觉到异常，成兴华将车
辆安全停靠后，快步上前查看情况。

经初步观察，老人意识模糊且无法正
常应答，疑似突发疾病。随即，成兴华迅
速将老人扶正，让其平躺在站台座椅上保
持呼吸通畅，并拨打110和120求助。等
待救援期间，成兴华始终守在老人身旁轻
声安抚，观察其呼吸和体征变化，并疏散
围观人群确保空气流通。

上午11时 20分左右，民警到达现
场，待一切安排妥当后，成兴华又返回岗
位，继续驾驶公交车完成运营任务。经过
救援，目前老人生命体征平稳。

事后，成兴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当时没多想，只觉得老人需要帮助。
无论是作为公交人还是普通市民，这都是
应该做的，也呼吁更多人向需要帮助的人
伸出援手，传递温暖和爱心。”

施援手，公交司机及时救助突发疾病老人

很多人认为糖尿病主要与吃饭、肥胖和缺乏运动有
关，却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的诱因——含糖饮料！最近，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我们每喝一口甜饮料或都在
促进糖尿病的发生，即使运动也不足以抵消伤害。

每天喝≥2杯含糖饮料 糖尿病风险增加41%

2025年1月，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在《糖尿病学》杂志
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喝含糖饮料、人工甜味剂（代糖）
饮料或增加糖尿病风险。与很少喝甜饮料的人相比，每
天喝≥2杯含糖饮料，糖尿病风险增加41%；每天喝≥2杯
含人工甜味剂饮料，糖尿病风险增加11%（1 杯饮料为
240毫升）。

更重要的是，即使运动达到了指南推荐量（每周至少
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喝较多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剂
饮料仍会增加糖尿病风险。

研究共纳入超过19万名参与者，收集他们喝含糖饮
料、人工甜味剂饮料的量，以及他们日常的运动数据。在
平均15年的随访期间，共有19940人被确诊为新发2型
糖尿病。最终分析发现，即便是运动量达到指南推荐量，
每周喝≥2杯含糖饮料、人工甜味剂饮料的人，糖尿病风
险也会分别增加22%、7%。

爱喝甜饮料 正在摧毁你的胰岛细胞

你身边有把饮料当水喝的人吗？2025年1月，《自
然·医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全球约1/10的新发
2型糖尿病和1/30的新发心血管疾病可能与摄入含糖饮
料相关。

航空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方红娟介绍，饮料中的添
加糖会迅速提高血糖和胰岛素水平。长期下去可能导致
或加重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抵抗。与此同时，含糖饮
料的热量高、营养素密度低，且不易产生饱腹感，很多人
在不知不觉中摄入过多。那是不是喝人工甜味剂的“无
糖饮料”会好一些？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
任医师母义明表示，胰岛素是人体中唯一可以降低血
糖的激素。“无糖饮料”有很多成分会干扰胰岛素的作
用，使胰岛素发生“误判”。

健康饮品可选择这2种

最健康的饮品首选还是白开水。白开水对人体的生理功能具有重要
的调理作用，能够维持生理平衡、促进新陈代谢、润肠通便等。同时白开
水不含任何添加剂，这意味着它不会对身体产生额外的负担，也最安全。
如果不喜欢喝没有味道的白水，可以在白水中加1至2片新鲜柠檬片或3
至4片薄荷叶。

经常喝茶对身体有诸多好处，有多项研究曾指出，经常喝茶可降低患
癌、中风、高血压、心血管病、痴呆、死亡等风险。日常可以适量喝点茶，但
不宜大量饮用浓茶。

载自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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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昌元消防救援站消防救
援人员到恒荣假日酒店，对内部消
防设施、疏散出口、消防控室等重点
部位情况进行走访熟悉，以提升灭
火救援实战水平，确保在火灾发生
后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及时有效
处置事故。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新莲 通
讯员 唐孝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