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琼山区大坡镇大坡村的“和美学堂”上，老师黄一笑正在为学生们讲解软笔书法课程内容。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今天我们来学习笔画‘撇’，再练习一下

‘川、午、年、斤’这几个欧楷字的写法。”6月

12日，在琼山区大坡镇大坡村的“和美学堂”

软笔书法课堂上，书法老师黄一笑边为在座

学生讲解课程内容，边动手写下示范字。

据介绍，“和美学堂”是大坡村为推进基

层治理打造的学习平台，于今年5月8日正式

开课，课程以软笔书法为主要学习内容，每周

三下午5时进行授课，目前已吸引39名孩童

“入学”。

□本报记者 赵汶 特约记者 许晶亮

精神文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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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区大坡村开设少儿学习平台

乡下有学堂 播撒“才艺种”
“和美学堂”开课 培养孩子书法兴趣

12日下午，记者走进位于

大坡村党群服务中心二楼的

“和美学堂”看到，前方的讲桌

旁放置着一台幻灯机，中间摆

放着若干桌椅，每一张桌上都

放置了毛笔、宣纸和练习写字

用的毛毡。在后方的墙上，则

张贴着写有“和美一家亲、学

堂伴成长”的一幅字。

下午 4时许，孩子们欢快

地陆续走进学堂，找到位置坐

好，等待课程开始。讲台上，

大坡镇驻镇、驻村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和美学堂”软笔书

法老师黄一笑打开幻灯片，开

始了当天课程的讲授。

仔细讲解了欧体楷书的

特点后，黄一笑便鼓励孩子们

在宣纸上开始练习，他则走进

孩子中间，一一指导大家书写

细节。

“‘和美学堂’刚开课的时

候，我就来学习书法了，觉得

非常有趣，也很乐意来学习。”

下课后，9岁少年林贻栋一边

收拾桌面一边告诉记者，在

“和美学堂”，他第一次接触

了软笔书法，也对此产生了浓

厚兴趣，不仅如此，他还积极

发动班里的其他同学一起来

上课，“我们班一共来了 14个
同学，大家一起学书法，非常

开心。”

在“和美学堂”内，孩子

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互

相比较着书写的字体工整

度，课堂外，看着孩子们学习

兴致高涨，家长们也满脸欣

慰。“学习软笔书法能锻炼孩

子的心智，也能传承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希望‘和美

学堂’能长期办下去，让我们

的孩子多学点才艺。”大坡镇

居民陈梅表示。

打造品牌项目 种下文化振兴种子

据了解，“和美学堂”是大

坡村为推动基层治理水平不

断提升而打造的一个品牌项

目，旨在为乡镇的孩子建立学

习才艺的平台，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文

化振兴。

“我希望通过教授孩子

软笔书法，在乡村种下文化

振兴的种子。”黄一笑告诉记

者，为了推动“和美学堂”持

续办下去，大坡村还制定了

《和美学堂学员管理制度》以

及《和美学堂工作职责》，围

绕教学计划、教学用具、日常

事务、文化交流、学员的课堂

纪律等方面作出具体要求，

课程开设后，受到很多学生

的喜爱。

“能吸引这么多孩子来

上课，我觉得很欣慰。除了

开设书法班，今后我们还计

划再开设摄影班等其他艺术

门类课程。”大坡镇党委书记

符儒丹介绍，该镇还将加强

与高校、社工站等合作，汇聚

多方资源，为当地的孩子提

供多元化课程，满足当地孩

子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还

将在该镇积极推广“和美学

堂”的办学经验，全面推进乡

村文化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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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时节如何正确防暑
医师提示：高温时段减少外出，

及时补充水分

本报6月13日讯（记者陈歆卓）近来海口天

气持续高温，如何正确做好防暑降温、安全健康度

夏，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6月13日，记者采访了

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王家成。

王家成介绍，中暑是在暑热季节，高温、高湿

和无风环境中，患者因体温调节中枢功能障碍、汗

腺功能衰竭，以及水、电解质丧失过多而出现相关

临床表现的疾病。“重症中暑如果治疗不及时，可

能会引发器官衰竭，乃至生命危险，因此注意识别

中暑和及时应对非常重要。”

据介绍，人们在高温环境下工作或活动一段

时间后，如出现头昏、头痛、全身疲乏、心悸、注意

力不集中、动作不协调等症状，可能是发生了先兆

中暑；除前述症状加重外，出现面色潮红、大量出

汗、皮肤灼热，或是面色苍白、四肢皮肤湿冷、血压

下降、脉搏增快等表现，则可能是轻症中暑。中暑

多发生于从事体力劳动的青壮年、老年人、产妇、

儿童及慢性疾病患者。

“如果发现自己或身边的人出现先兆中暑或

轻症中暑表现时，应立即离开高温环境，在阴凉通

风处安静休息。”王家成表示，同时，还应及时补充

含盐清凉饮料或电解质饮料，体温升高的患者需

及时进行物理降温，可采用冷水擦浴、湿毛巾包裹

冰块冰敷等方式，还可以脱去衣物，按摩患者四肢

皮肤肌肉，加速散热降温。若患者出现高热、四肢

肌肉痉挛、腹绞痛、晕厥、神志障碍等症状，则可能

是重症中暑，可能危及生命，需要立即就医。

日常生活中，该如何做好防暑降温，避免中

暑？王家成介绍，炎热天气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

避免在高温时段暴露在阳光下太久。在阳光下活

动时，应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服，并使用遮阳

帽、遮阳伞、防晒霜等防晒用品，注意定时摄入水

分，不要等到感觉口渴才喝水。此外，要注意识别

中暑相关症状，一旦出现不适，应立即停止在高温

环境下活动，并寻求帮助。

工会搭鹊桥
职工寻良缘

本报6月13日讯（记者周慧）日前，由龙华区

总工会主办的 2024年龙华区“工会佳缘 龙情华

意”单身职工交友联谊活动在澄迈县富力红树湾

浪漫开启，142名来自不同行业的青年职工欢聚

一堂，邂逅甜蜜夏日。

据介绍，此次活动旨在积极发挥工会的群团

组织优势，搭建良好的交友、交流平台，为单身职

工创造交流机会，推动解决婚恋交友问题，让更多

的青年人才扎根龙华、安心工作，为建功新时代贡

献青春力量。

现场，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青年职工们敞开

心扉、释放热情，踊跃参与了多项破冰游戏，在互

动中消除距离感，现场气氛热闹，欢声笑语不断。

本次活动分为两场同时进行，外场打造数字沉浸

式主题互动游戏，运用AR和AI数字技术，实现线

上与线下完美融合，形成集综艺互动和实景体验

于一身的数字化团建新玩法。内场每位青年职工

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拥有属于自己的剧本，再配

合活动任务培养默契，着古装、沉浸式演绎、景点

打卡，活动将传统文化、科技互动巧妙结合，呈现

潮流社交新体验。

经过接连不断的游戏项目铺垫，单身职工们

相互认识并沟通，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当晚，联

谊活动共有 15对青年男女牵手成功，并获得了

伴手礼。

据龙华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该区

还将不断丰富交友联谊品牌活动内涵，为青年职

工扩大交流范围，搭建沟通平台，进一步提升青年

职工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本报6月13日讯（记者汪训波）

近日，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等十一部门印发《海南省社会保

障卡居民服务“一件事”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提出在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就医购药、交通出行、

旅游文化、政务服务、免税购物、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教育、酒

店住宿、住房公积金等十大领域上

线新功能，进一步提升社保卡便民

服务水平。

《方案》提出，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领域，以社保卡为载体，实现认

证用卡、缴费凭卡、待遇进卡、结算

持卡等线上线下“全业务用卡”；实

现养老待遇认证、参保证明打印、参

保缴费查询、失业金申领等高频服

务事项通过社保卡在线上线下办

理；就业创业补贴、养老保险待遇、

工伤保险待遇、失业保险待遇、职业

培训补贴等待遇补贴均通过社保卡

发放。

全面支持医疗保险参保群众使

用实体社保卡在医保定点医药机构

刷卡就医购药和跨省异地就医购药，

在各级医疗机构开通持社保卡办理

挂号就诊、住院登记、缴费结算、购药

取药、查询打印等就医全流程应用；

全面开通社保卡公交出行应用，引导

群众优先使用第三代社保卡或电子

社保卡乘坐公交，支持社保卡作为个

人有效身份凭证在进站和乘车时核

验身份。

逐步推进实现重点旅游景区社

保卡刷卡和扫码方式实名制入园服

务，探索开展社保卡在旅游景区、特

约商户的优惠服务，全省图书馆全面

支持实体社保卡和电子社保卡借阅

图书、读者注册和入馆等服务，推动

博物馆支持社保卡作为身份凭证实

名制入馆。

探索推动社保卡作为个人有效

身份凭证提取个人“离岛免税”货物；

实现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原则上

统一通过社保卡发放至补贴对象；全

面推进教育财政补贴统一通过社保

卡发放；推广社保卡旅馆业酒店住宿

登记应用；实现通过社保卡办理住房

公积金服务管理事项，通过社保卡提

取住房公积金。

海南社保卡将在十大领域上线新功能

计划全面开通社保卡公交出行应用

海口市第四轮电动自行车
安全隐患集中检查行动开展

本报6月13日讯（记者李云川 通讯员王鹏
羽）按照全国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

作专班和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一部署，6
月 12日，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市场监管、乡

镇政府等部门组成检查组，充分发动综合执法队、

综治网格等基层力量，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第四轮

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集中检查行动。

此次检查重点对销售网点、维修店铺、非法拼

装改装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的违规门店和“黑窝

点”，进行联合集中检查。重点查处非法改装、无

照销售、制假售假等行为。

联合检查组随机对多个品牌的电动自行车销

售网点和维修门店进行检查，对销售的电动自行

车合格证明、强制性产品认证及蓄电池销售和维

修门店的经营资质、电动自行车质检存储及违规

销售、组装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蓄电池、外设蓄电池

托架、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情况

进行摸排。检查期间，联合检查组边执法边宣教

边整治，对商家详细讲解电动自行车及相关产品

使用标准，同时以具体的火灾事故案例说清非法

拼装改装、非法维修等违法行为导致的火灾风险、

事故危害以及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督促商家积极

履行产品质量主体责任和义务，为电动自行车安

全上路抓好源头管理。

据统计，此次检查全市共组成 94个检查组，

出动检查人员483人，深入334家电动自行车销售

网点和维修门店等场所进行检查，有效消除安全

隐患，确保消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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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黎越

暂别市区喧嚣，到郊区种一把蔬

菜，不失为年轻人青睐的一种业余休闲

方式。海口龙华区城西镇苍西村的苍

峄“共享菜园”，正为人们提供了这样一

种选择。

6月 13日下午，记者来到苍峄“共

享菜园”看到，现场有不少地块已被

市民“承包”——在此，市民可以租下

相应地块，种植自己喜爱的作物，体

验农家劳作。

在市民李芳一家人种植的地块上，

玉米叶子郁郁葱葱。“自己亲手种出来

的蔬菜，吃起来总会有特别的滋味。”李

芳的爱人丁雨佳告诉记者，他们夫妻俩

都是“90后”，平时工作很忙碌，在他们

看来，下班后驱车来到菜园劳作是一种

放松。“来田里出出汗，既是运动，又能

照顾蔬菜。”丁雨佳笑着说。

“共享菜园”不仅为“上班族”提供

了业余休闲新场景，还成为了不少亲子

家庭体验农耕的好去处。

市民黄女士曾在老家乐东从事过

蔬菜种植业，开垦、种植、除草、施肥，她

经验十足。“没想到我在海口也能种上

菜！”黄女士告诉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

到“共享菜园”的消息后，她马上预订了

两块地，现在已经种上了小白菜和生

菜。“我计划暑假带着孩子一起来种菜，

既能‘遛娃’，也能让孩子感受到食物的

来之不易。”黄女士说。

当天，在苍峄“共享菜园”，记者看

到，部分地块内空心菜、生菜、玉米等已

破土而出，部分地块内新播种的种子在

阳光下开始萌芽。

“租地种菜的顾客大部分是年轻

人，也有不少父母带着孩子前来。”菜

园负责人苏小君告诉记者，“除了菜

地，我们还会向消费者提供种子、农

具，并采用粘虫板、驱虫灯等专业物

理方式驱虫，确保产出的蔬菜健康无

污染。”

记者了解到，三个月前，苏小君租

下这片荒地，并通过重新翻耕、划分土

地、播撒有机肥等方法，让其更适宜种

植蔬菜。当前，占地 6亩的菜园被红

砖小路整齐地划分为 101 块，每块约

为 30平方米。

说起建设“共享菜园”的初衷，苏

小君告诉记者，自己在苍西村长大，虽

然现在从事着其他行业，但对土地的

热爱不减。打造“共享菜园”，是想为

大家提供一种新的休闲选择，同时也

希望借助“共享经济”的机遇，推介自

己的村庄。

下一步，苏小君还计划以“共享菜

园”为中心，在周边种植菠萝蜜、火山

荔枝、黄皮等多种热带水果；并将完善

菜园设施，让前来种地的市民可以就

地搭帐篷、做饭，感受从田间到餐桌的

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