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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古稀老人晕倒之后

��本报讯 （记者 宋仁志） 记者自河
南检察公众号获悉，日前，河南省检察
机关第一届代表委员推动检察工作高

质量发展典型案事例评选结果揭晓。
我市检察机关两件典型案例一案事例

入选。
代表委员对检察机关提出意见建

议，是对检察工作的监督支持，是推动
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强大动力。 为引导和推动全省检察机
关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与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履职同向发力、同频共
振，努力将建议提案、意见建议转化为
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务实
措施， 切实提升检察工作的群众满意
度和公信力， 省人民检察院组织开展
了此次评选活动。此次评选，共征集到
90 个参评案事例作品。 评选按照专业

初评成绩占 60%、 综合评审成绩占
40%、参考网络投票情况等三个环节确
定是否入选。 12 月 6 日，经省人民检
察院 2024 年第十四届检委会第 37 次
会议研究决定， 共评选出典型案事例
10 个、优秀案事例 20 个，对 8 个市人
民检察院授予组织奖， 对提出意见建
议、推动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代表委
员颁发证书。 其中，市人民检察院做实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与公益诉
讼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推动公益诉讼

检察高质量发展、 台前县人民检察院依
托“豫”见未来·蒋平工作站赋能未检工
作高质量发展两件典型案例入选典型

案例，南乐县人民检察院建立“金盾护
航”政协委员工作室推动“政协+检察”
监督双向衔接入选优秀案事例，市人民
检察院获评选活动组织奖。 ⑩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通讯员 唐
利平） 12月 6日， 我市举办党史文献
片《渡河》脚本创作座谈会，市委党史
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市政协文史委、台
前县政协、台前县教育局、台前县委党
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范县县委党史
和地方史志研究室、 龙城盛视文化传
播公司等单位 20余人参加了座谈。
1947年 6月 30日，刘邓大军 4个

纵队 12万余人，在以台前县孙口为中
心渡口的 150公里地段上， 一举突破
黄河天险， 由此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
进攻的序幕。 70余年过去，回望当年
波澜壮阔的渡河场景， 依然让人感到
情怀激荡。为再现当年渡河场景，传承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市委党史和地方
史志研究室决定创造党史文献片 《渡
河》。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围绕以细节
体现刘邓大军渡河的历史史实、 以实
例彰显濮阳人民为渡河作出的巨大贡

献、 以影像展现老区传承革命精神振
兴发展等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 为打
造精品党史文献片、 赓续红色血脉打
下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渡河》是市委党史和地方
史志研究室开展的地方党史影像志系

列工程之一。 目前，该工程已制作完成
党史文献片 《革命教育家谢台臣》，“濮
阳党史故事汇”系列党史短视频 43部，
录制“党史开讲”专题讲座 4集。 ⑩

我市举办党史文献片《渡河》脚本创作座谈会

我市检察机关两典型案例一案事例
入选省检察机关典型案事例

本报讯 （记者 袁冰洁） “老师，明
年就毕业了， 想在濮阳开家新媒体创
意工作室， 请问办理营业执照需要哪
些手续？ ”“我想和同学开一个教育培
训机构， 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应该
怎么选 ？ 学科类培训现在是否不再
批？ ”12月 9日，市市场监管局经开区
分局执法人员走进濮阳职业技术学

院， 面对面开展市场主体注册登记服
务和普法指导，为大学生创业送上“法
律锦囊”。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办事
效能和服务水平 ， 助力大学生实现
创业梦 ， 市场监管部门专门走进濮
阳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此次指导活
动。

执法人员详细解读了市场主体

注册登记申办流程和注意事项 ，结
合实例向大学生宣讲了市场监管法

律法规和营商环境条例，使大学生对
创业过程中的法律法规要求和惠企政

策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同时，针
对创业过程中如何做好调查研究，选
择正确的创业项目 ； 如何选经营场
所 ，择优用人 ，完善创业之初所要具
备的相关条件；如何规避可能遇到的
法律风险等， 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和解
读， 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了实用的
法律建议。执法人员提醒大学生，要主
动接受法律赋予的责任与义务， 学法
懂法，做到合法经营、诚信经营、文明
经营。 輥輳訛

为大学生创业送上“法律锦囊”

市市场监管局

“多亏你呀！ 如果不是你帮助联
系， 我们还不知道老头子被送到医院
呐！ 大冷天的，如果一晚上见不到他，
我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 ”“阿姨，这
是我们应该做的， 不仅是蔺师傅和赵
师傅，还有濮阳东站的执勤人员、那位
不知名的油田职工和医护人员， 他们
都为抢救李师傅做了很多事情。 只要
李师傅没事，我们大家都高兴。 ”
12月 10日， 当中原油田油区服

务中心孟轲服务区安厦项目部负责人

杨萍与工作人员再次来到李俊生老人

家中看望他时，老人已经恢复正常。见
到杨萍， 李俊生老人激动地用含混不
清的话语表达了感激之情， 老人的老
伴更是拉着杨萍的手久久不松开，不
住地说着感谢的话。

两天前， 李俊生在濮阳东站广场
突然晕倒，正是好心人的接力帮忙，才
让他转危为安并顺利找到家人。

“叮，叮叮叮叮……”12月 8日 18
时 13分，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让正
在做晚饭的杨萍放下炒勺，拿起手机，
来电显示是油区服务中心热线服务电

话 4888440。 “有一位老人在濮阳东站
广场晕倒， 执勤人员已经把他送到平
原医院。因目前老人神志不清，只能说
出自己的名字叫李俊生， 住在超越小
区。 参与护送的一位好心人在医院打
电话求助我们联系家人， 请你尽快寻
找。 ”值班人员用急促的语气说。

“好的，马上！ ”杨萍迅速通过非在
职人员信息数据库查找李俊生老人的

家庭信息， 并立刻给老人的老伴和女

儿打电话，但是都无人接听。
“怎么办？ ”杨萍一边准备骑电动

车去医院， 一边想起一个办法———让

联络组长和楼栋长到老人家中看看是

否有人。接到杨萍的电话后，超越小区
联络组长蔺南海和楼栋长赵国芹敲

开了李俊生老人的家门。 李俊生的老
伴正在做晚饭，听说老伴晕倒被送进
医院时，吓得她差点栽倒在地上 。 蔺
南海让她不要惊慌，并随即拨通李俊
生的微信进行视频通话，值班医生接
通电话，简单通报了老人的病情。 18
时 37分， 李俊生的老伴坐着蔺南海
的车赶到平原医院急诊室，见到了正
在治疗的李俊生，也见到了骑电动车
先行到达的杨萍， 以及李俊生老人的
女儿。

在急诊室里， 杨萍及李俊生老人
的家人向医生咨询病情和治疗措施。
直至老人病情稳定，杨萍才返回家中。
而那位参与救治的好心人， 也已悄然
离开，没有留下姓名。 此时，已经是 20
时 35分。

事后才得知， 李俊生老人今年已
经 72岁，几年前得过脑梗，平时说话
言语不清楚。当天下午，他独自坐公交
车到濮阳东站广场游玩， 在地上蹲的
时间长了，起身时晕倒在广场上，被执
勤人员和一名刚下高铁的中原油田职

工发现， 马上联系在广场附近值班的
救护车。由于救治及时，才没有产生更
为严重的后果。 輥輳訛

本报记者 袁冰洁 通讯员 耿桂凤

李焕军

������图譹訛参赛选手准备进行比赛。
图譺訛志愿者正在为参赛选手检录人员信息。
图譻訛参赛选手正在进行赛前准备。
图譼訛裁判员正在为选手打分。
图譽訛裁判员正在布置比赛场地。
图譾訛健康照护师比赛现场。
图譿訛养老护理员（学生组）比赛现场。 輥輳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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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0日，河南省养老服务技能大赛在我
市迎来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整个现场洋溢着热
烈而庄重的氛围。

开幕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 来自
全省的 19支参赛队伍身着统一服装，精神抖擞
地步入会场。 他们步伐整齐，神采奕奕，展现了
养老服务人员良好的精神风貌和职业素养。

未来两天，参赛选手将展开激烈的角逐，用
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真挚情感， 呈现一场精彩纷
呈的技能盛宴。

大赛上处处可见青春的面孔

“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赛事，说实话还
是很紧张的。 但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希望
在比赛中能够取得好成绩， 并借此机会学习到
更多的新知识和新技能。 ”在开幕式现场，来自
济源示范区的张洋银，一位年仅 20岁的在读大
学生，表达了他对即将参加的养老护理员（学生
组）比赛的期待与紧张。

开幕式后， 参赛选手准时到达比赛场地开
始检录。 他们个个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准备在
比赛中一展身手。 据了解，此次比赛不仅吸引了
众多经验丰富的选手， 还聚集了许多像张洋银
这样的年轻选手， 他们为养老行业注入了新鲜
血液，展现了行业的未来希望。

上午 10时，比赛正式开始，走进每个场景，
镜子、水杯、圆角桌椅、床头柜、护理床等道具摆
放齐全，生活气息满满。

“爷爷，您要少抽烟哦！ 健康最重要。 ”“奶
奶，记得经常笑一笑，保持好心情。 ”在养老护理
员（学生组）赛项比赛现场，一句句贴心问候让
人感受到年轻选手对养老行业的热情。
19岁的平顶山选手张凯琪在比赛时一直面

带微笑。 她耐心地哄着正在发脾气的服务对象，
用温柔的话语换来对方的好心情。 “对待养老院
里的老人，我们更要有热情、有耐心，要多和他
们沟通。 ”张凯琪说，此次大赛为她提供了一个
展示才华和技能的平台， 也为她提供了一个相
互学习、共同进步的机会。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养老问题日益受到
关注。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并投身于养
老事业，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

爱心、耐心、细心点亮赛场

细心地为老人检查身体 ， 小心翼翼地为
老人测量血压 ，详细询问老人睡眠 、饮食情
况……在各个比赛现场， 参赛的护理员正用自

己的方式，为面前的“老人”提供专业且有温度的服务。
“爷爷，您最近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爷爷，现在室内温度是 22摄氏度，

您感觉这个温度还可以吗？”“爷爷，我扶您去床上休息吧！”在健康照护师（为
老服务）比赛现场，经现场抽签排序，来自商丘的潘昱隆作为 1号选手率先登
场。 潘昱隆化身上门服务的照护师小潘，面对 78岁精神不振、睡眠不佳的老
人，要进行心理安抚，并给予老人个性化照护。 比赛过程中，潘昱隆非常细心
地给服务对象检查身体状况，并告知注意事项。

“这次比赛给我最大的感受是非常贴近生活，就像是平时工作场景一样，
会遇到不同情况的老人，需要从细节出发，灵活应对。 ”潘昱隆说，通过参加此
次大赛，他对未来工作更有信心，将把在大赛中学习到的护理技能更好地运
用到日常工作中，用心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更有温度的服务。

“养老护理需要掌握的技能是多方面的，更要从实际出发，融入生活中。
这次比赛内容比较灵活，非常考验选手的操作熟练度和应变能力。 ”濮阳选手
陈晓丹结束比赛后感叹道。 陈晓丹告诉记者，她在我市一家养老机构工作两
年时间，工作期间会不定期参加培训，功夫不负有心人，学习到不少新知识。
陈晓丹还说：“每次比赛都是自我成长的经历，只有不断学习提升自己，才能
成为与时俱进的养老人才。 ”

参赛选手纷纷表示，这次竞赛比的都是平时实际操作中最常用的专业技
能，以赛促学，让自己更加清楚在平时护理工作中应该如何提升服务质量，如
何把每一件护理小事做得精准到位，对今后做好护老服务很有意义。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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