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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贺元河）7月19日至

20日，一场以“蒙渝同心·共赴青春”为

主题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

年交流活动在我县成功举办。来自内

蒙古自治区的99名各族青少年跨越山

海，来到云阳，通过实地探访、沉浸体

验，与当地文化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共同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青春乐章。

研学首日，内蒙古学子们走进云阳

地质公园博物馆，面对庞大的恐龙化石

和生动的喀斯特地貌模型，惊叹声此起

彼伏。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赵紫

涵兴奋地说：“太震撼了！之前在课本

上看到恐龙化石，远不如亲眼所见来得

真实。我们内蒙古有辽阔的草原和沙

漠，云阳有美丽的峡江风光和神奇的地

质，这趟旅程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祖国山

河的壮丽多彩。”

随后，大家还观摩并动手体验了云阳

面的制作工艺。从了解“三碱三盐”的科

学配比，到亲手尝试盘条、开条等核心工

序，草原少年们沉浸其中。

研学第二天，青少年们探访了长江

之滨的“文藻胜地”——张飞庙。飞檐斗

拱的古建筑群、历经沧桑的碑刻题记、琳

琅满目的书画珍品，无声诉说着三国“忠

义”精神与厚重的中华文脉。讲解员引

导大家思考张飞精神中蕴含的团结、诚

信、担当等品质，如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核心要义高度契合，在历史

与现实的对话中，深化对“各民族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理解。

团县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选择张飞

庙作为重要一站，不仅是看风景古迹，

更重要的是挖掘其中蕴含的精神价

值。“忠义”精神所倡导的家国情怀、信

义担当，是中华民族共同珍视的美德。

通过这种文化浸润，希望草原的孩子们

能直观感受到，祖国南北共享着同样的

精神家园和价值追求。

据悉，本次活动由共青团重庆市

委、内蒙古自治区团委、重庆市民族宗

教委、内蒙古自治区民委、重庆红岩革

命历史文化中心指导，共青团云阳县

委、云阳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

云阳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旨在深入

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及各

族青少年交流计划部署，促进蒙渝两地

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今年暑期，两地

将分批次互派青少年参观学习。在内

蒙古期间，重庆青少年将走进乌兰察

布、鄂尔多斯等地，深入达茂旗诗画草

原、火山地质公园、沙漠等自然地理空

间，参与民族团结主题课、非遗互动等

活动。抵达重庆的内蒙古青少年将体

验渝西环线的“非遗匠心·巴渝文化传

承之旅”、渝东北环线的“三峡平湖·诗

城文化之旅”、渝东环线的“喀斯特生

态·民族风情之旅”和渝东南环线的“立

体山城·隐逸文化之旅”。

内蒙古青少年参观云阳地质公园博物馆内蒙古青少年参观云阳地质公园博物馆

内蒙古青少年来云研学 共绘民族团结“同心圆”

本报讯（记者 谭启云）7 月 19 日

晚，“云阳见面·平安相伴”第二届大学

生乡村篮球赛在平安镇风雨篮球场画

下句点。活力黄石队登顶冠军，超级六

队、蟹堡王队、南浦学院队分别获二、

三、四名。

此次比赛有十支队伍 112 名球员

参赛。他们中既有本地高中生，也有

79名从四川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等 49所高校归巢的学子，吸引了 1000
余名观众到场围观，现场气氛热烈。

决赛现场，活力黄石队和超级六队的

球员们激烈对抗。上半场比赛，活力黄石

队强势进攻，依靠精准远投、传切配合、抢

篮板强势突围，以27:8的优势遥遥领先。

在第三节和第四节中，超级六队采取区域

联防压制，双方紧咬比分，局面胶着。最

终，活力黄石队以82：72拿下冠军。

赛场边，平安镇“村BA”的老朋友

李大勇教练看着场上生龙活虎的年轻

人，感慨万千：“平安村BA办了三届，

大学生乡村篮球赛也有两届了。平台

搭起来，娃娃们练出来。”在他眼中，这

乡土球场已成为锤炼青春的熔炉，更见

证了赛事水平的飞跃：“每队都有尖子，

有绝活，战术打得明明白白。”

“球赛一开，人气就旺。”平安镇政

法委员、统战委员曾银锋表示，这场以

青春为名的“村”字号赛事，已悄然成为

撬动镇域经济的杠杆，人气活了，商贸

跟着火，酒店、零售店都尝到了甜头。

从“村BA”到“村跑”“村羽”，一系列乡

土赛事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荡起网

络流量与经济活力的层层涟漪。

第二届大学生乡村篮球赛落幕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本报讯（实习生 刘琴）近日，南溪

市场监管所针对辖区内卤菜熟食经营

场所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排查农贸

市场、超市和熟食卤味销售门店，全力

保障群众饮食安全。

此次行动聚焦多个关键环节，检

查食品原材料采购渠道和索证索票

是否合规；核查卤制过程中食品添加

剂的使用情况，确保无超范围、超限

量使用现象；查看卤菜成品的贮存条

件是否符合温度要求，杜绝生熟混

放；检查销售场所环境卫生和三防设

施是否完善；核实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及个人卫生状况。在检查中，执法人

员要求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严把原材料采购关，确保食

材来源合法、质量合格。同时，执法

人员还向经营者普及食品安全法规，

督促其诚信经营。

截至目前，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

人员 36 人次，检查经营单位 25 家次，

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5份，立案查处 2
家，目前均已完成整改。南溪市场监

管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问题台

账，跟踪回访整改情况，并通过常态化

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持

续强化监管力度，为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保驾护航。

南溪市场监管所开展卤菜专项整治

本报讯（通讯员 胡代琼）“以前的

老旱厕，夏日臭气熏天，冬日寒风刺骨，

现在有政府补助把厕所改好了，新厕所

干净又方便，蚊子少了，异味也没

了！”洞鹿乡三池村村民陈金明望着自

家崭新的厕所，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

容。这舒心的场景，正是当地“厕所革

命”工作结出的民生硕果。

近日，洞鹿乡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开

展三池村整村改厕验收工作，对全乡已

完工的221户户厕展开逐户核验，以严

苛标准筑牢“厕所革命”的质量防线，让

这项民生工程真正惠及百姓。

验收现场，工作人员手持县级统一

标准清单，逐项核查施工规范度、建材

达标率、瓷砖铺设是否平整、管道走向

是否合理、粪污处理是否合规……针

对部分农户对冲水装置使用不熟练的

情况，验收组还现场演示操作流程，发

放《卫生厕所养护手册》，让“建好”更要

“用好”的理念深入人心。

“不仅要盯着工程质量，更要算好

民生账本。”该乡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

责人介绍，专门组建验收小组，按照“拍

照存档+农户签字+村组公示”模式，对

221户农村户厕进行集中验收。

“厕所虽小，连着大民生。”洞鹿乡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把验收环节作

为民生工程的“把关口”，让“小厕所”成

为撬动乡村振兴的“大支点”，真正实现

群众从“过得去”到“过得好”的幸福升

级。

洞鹿乡开展整村改厕验收工作

各地在“好房子”建设上有
哪些好的实践？近日，住房城乡
建设部印发《“好房子”建设经验
做法（第一批）》，以加大“好房
子”工作推动力度。首批“好房
子”经验做法涵盖出台推动政
策、加强技术支撑、打造示范样
板、强化科技赋能、优化物业服
务和健全产业体系等六个方面。

山东省加强全过程管理，充
分保障住房建设运维质量；山西
省、福建省、甘肃省等加强部门
统筹，协同推进“好房子”建设；
北京市、湖北省通过优化计容方
式，引导住房品质提升……一些
地方从加强过程监管、强化部门
协同和完善支持措施等方面推
动政策出台。

在加强技术支撑上，一些地
方提高了建设标准，发布了技术
导则，举办了设计大赛。比如湖
北省聚焦产业链协同，制定涵盖
住房全生命期的技术标准；甘肃
省针对住房性能改善需求，明确
住房宜居水平提升标准；北京市
以保证住房质量品质为目标，提
出关键性能管控标准；江苏省、

浙江省等针对新建住房品质提
升和改善发布技术导则；湖北省
发布老房子改造成“好房子”的
技术指引；山东省、吉林省、河南
省等因地制宜举办各具特色“好
房子”设计大赛。

在打造示范样板上，清单中
既有打造新建“好房子”样板的做
法，也有探索老房子变“好房子”
的实践。在强化科技赋能上，广
东省、江西省、河南省围绕“好房
子”建设开展科技攻关；福建省、
江苏省加强新技术推广应用。在
优化物业服务上，地方实践经验
聚焦于提升物业服务水平和创新
智慧物业服务模式两个方面。

在健全产业体系上，北京市
在新建保障性住房中推动住宅
产业化；山东省加强产业联动支
撑“好房子”建设；广东省广州市
推动“好房子”全产业链融合发
展，联合科研、设计、施工、开发、
装修、装备、金融、智能家居、信
息化、构件生产、绿色建材等房
屋全生命期产业链企业，推动成
立智能建造与工业化建筑协会。

（转自新华网）

“好房子”建设有哪些好做法？
首批经验清单发布

正值盛夏，随着气温的升

高，空调成了人们的生活必需

品，但很多人对空调的使用存在

误区，要么过度依赖导致健康问

题，要么因担心耗电而强忍高

温。如何正确使用空调，兼顾健

康和节能？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全科医

学科医生张卫茹介绍，空调使用

不当，易得空调病。呼吸道症状

为鼻塞、流涕、干咳、咽喉干痛，

严重时可能诱发哮喘或支气管

炎；肌肉关节症状为颈肩酸痛、

关节僵硬、腰背不适；皮肤与黏

膜症状表现为皮肤干燥、眼睛干

涩、鼻黏膜出血；全身症状表现

为乏力、头晕、注意力不集中，儿

童可能出现腹痛、腹泻。

如何科学使用空调，远离

“空调病”？张卫茹从健康角度

介绍，夏日吹空调，要对温度、时

长与通风进行合理控制。温度

设置方面，最适宜的室内温度为

24 至 26 摄氏度，过低的温度会

导致血管收缩、关节受凉，老人

和儿童尤其需要注意。使用时

长方面，连续开空调不宜超过 4
小时，长时间密闭环境会导致空

气浑浊、湿度降低，容易引发呼

吸道不适。睡眠使用方面，夜间

睡眠时建议开启“睡眠模式”，温

度可上调至26至28摄氏度。如

需整夜开空调，需在卧室放置一

盆水或使用加湿器，保持湿度在

40%—60%。此外，颈部、腰部、

膝关节及足部是易受凉的部位，

开空调时可穿薄长袖衣物，膝盖

盖薄毯，脚下穿棉袜，避免冷风

直吹身体（尤其避免空调出风口

对着头部或背部）。

为了预防“空调病”，应该采

取哪些措施？张卫茹表示，一是

要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建议每 2
周清洗一次），避免滤网积尘滋生

霉菌、螨虫，随风吹出后引发过

敏；二是避免大汗淋漓时直接进

入空调房，应先擦干汗水、稍作休

息，再进入空调环境；三是开空调

时不要让冷风直吹身体，可调整

出风口方向向上，让冷空气自然

下沉；四是长期在空调房活动时，

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5分钟，促进

血液循环，多喝水保持黏膜湿润。

日常生活中，一些老年人因

担心受凉或耗电而拒绝开空调，

其实过度闷热对健康的危害更

大——高温会导致心率加快、血

压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

险，甚至诱发中暑。张卫茹为老

年人提供了一些使用空调的建

议。一是破除认知误区：高温对

老年人的风险远高于适当使用

空调，夏季因热射病去世的人群

中，老年人占比超过 60%，不必

因担心“受凉”而硬扛；二是渐进

式适应：初次开空调时可将温度

设为 28 摄氏度，让身体慢慢适

应，后续再根据舒适度微调，避

免一开始就用过低温度；三是掌

握分段使用法：每天分时段开空

调（如上午10点至下午4点高温

时段开启），其他时间开窗通风，

既保证凉爽又减少依赖；四是结

合其他降温方式：开空调时可搭

配风扇（摇头模式），让冷空气循

环更均匀，既能降低空调负荷，

又能避免局部过冷；五是请子女

多关注，帮助老人设置好空调温

度和定时功能，讲解过度闷热的

健康风险，同时定期帮老人清洁

空调，消除使用顾虑。

从节能角度，如何让空调省

电与高效制冷？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全科医学科医生徐霞介绍了一

些技巧。在省电方面，需要给空

调设置合理温度。每调高1摄氏

度，空调耗电量可减少 6%—

8%。26摄氏度比24摄氏度每天

可省电约 15%，且体感差异不

大。此外，需要避免频繁启停。

空调启动时压缩机需要较大电

流，频繁开关反而更耗电。短时

间离开（如 1 小时内）无需关空

调，可将温度调高2至3摄氏度；

离开超过2小时则建议关闭。

炎炎夏日，通过什么样的科

学方法，让空调快速制冷？徐霞

介绍，一是提前通风降温：开空

调前先开窗 10 分钟，让室内热

空气流通，同时关闭窗帘阻挡阳

光直射，再关闭门窗开空调，制

冷速度可提升 30%。二是合理

选择模式，初始阶段开启“强风”

或“快速制冷”模式，温度设置为

24 摄氏度，待室温下降后调至

26摄氏度并切换为“静音模式”。

徐霞表示，正确使用空调，

既能享受舒适环境，又能保护健

康、节约能源。记住“温度适宜、

定时通风、清洁到位、灵活调节”

这十六字诀，让空调成为夏季健

康生活的好帮手。如果出现持

续的“空调病”症状，建议及时到

全科医学科就诊，避免小问题拖

成慢性病。

（转自《人民日报》）

盛夏来临，如何正确使用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