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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东

“张吉怀”高铁通车的消息，刷爆

了朋友圈，带火了“张吉怀”。

高铁入湘十余年，山美水美的张

吉怀地区何时通高铁，一直是许多人

的期盼。如今，全长 246.6 公里的“张吉

怀”高铁呼啸而来，贯穿武陵山区，沿

途经过湘西州凤凰古城、老司城、芙

蓉镇、矮寨·十八洞·德夯大峡谷等多

个著名景区，一条承载厚重历史人文

与绝美山水诗意的“最美高铁”，终于

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最美“张吉怀”，那山那水等你来。

高铁贯通，打通的是对外开放的通道。

美丽的凤凰古城、声名远播的芙蓉镇、

惊奇险秀的张家界，过去虽不乏四方

游客慕名而来，但由于交通出行的不

便，旅行费用的不菲，影响了这些地区

旅游经济常态化的发展。如今，张吉怀

高铁的贯通，一举将湖南西部山区融

入全国高铁网，与郑州、西安、重庆、武

汉、张家界、桂林等多个旅游城市串联

起来，形成一条贯穿南北的旅游通道，

促进旅游经济联动式发展。当下最直

接的效果，就是将极大降低人们的出

行成本。从此，风景有多远，人们的脚

步就可以走多远。

最美“张吉怀”，迎来的将是更加

美好的生活。80 多年前，沈从文先生

从北京回凤凰要花 20 多天，如今凤凰

的人们坐上高铁去北京只要 8 小时。

交通大动脉的畅通，通过大力发展沿

线旅游经济，为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注

入充满活力的血液，有利于巩固湖南

脱贫攻坚战所取得的胜利果实。湖南

西部山区，并不缺乏发展的资源，缺

的是走出去、引进来的重要通道。“张

吉怀”高铁的贯通，承载着脱贫户们

的奋斗希望，从全面小康的基石上，

奔向共同富裕的明天。

“张吉怀”高铁通车，奋斗者的脚

步永不停歇。“十三五”期间，湖南铁路

新增通车里程 991公里，总里程达 5572

公里，其中高铁里程达 1986公里，位居

全国前列。“张吉怀”高铁建成通车，张

吉怀地区要放大高铁效应，畅通内外

循环，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

力发展高铁经济，聚集生产要素，带动

产业升级，打造大湘西建设脱贫地区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全省高质量发

展凝聚更强劲的动能。

安子州

今 年 12 月 4 日 ，是 第 八 个 国 家 宪 法

日；1 月 29 日至 12 月 5 日是第四个宪法宣

传周，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以习近平法治

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12 月 4 日上午，湖南省政府

举行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仪式，39 个部

门和单位的 58 名同志集体宣誓。宣誓仪式

虽短，但每一句誓言都有丰富的内涵，每

一句誓言都是对党和人民的郑重承诺。

法者，治之端也。设立国家宪法日，不

仅是增加一个纪念日，更要使这一天成为

全民的宪法“教育日、普及日、深化日”，形

成举国上下尊重宪法、宪法至上、用宪法

维护人民权益的社会氛围。

让宪法权威更加彰显。维护法的权威，

首先是维护宪法的权威。宪法序言明确规

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

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

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

负 有 维 护 宪 法 尊 严 、保 证 宪 法 实 施 的 职

责。”毫无疑问，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

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

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

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

让依宪执政更加自觉。宪法的生命在

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一方面，

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充

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作用，从体制机制上保证把党的领导贯彻

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另一方面，要

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推动转

变政府职能，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做到有法

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有效保障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有力维护宪法法律尊严。

让尊宪氛围更加浓厚。让宪法大张旗

鼓地走进社会生活，走近你我身边，就是

强化宪法在公民心中的严肃性和神圣性。

只有大力普及宪法知识、增强宪法意识、

弘扬宪法精神、推动宪法实施，让法治成

为“国家信仰”，才能让法治信仰融入到每

位公民的血液中，让它深植于民众的日常

生活和心灵深处。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学习宪法、

尊崇宪法，大力弘扬宪法精神，才能更好

发挥宪法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

国家根本法作用，让宪法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章子悦

12 月 5 日，是第 36 个“国际志愿

者 日 ”，人 们 以 各 种 方 式 感 谢 志 愿

者 —— 感 谢 有 你 ，“ 红 马 甲 ”！你 的

“红”是人间最温情的底色。

人们不会忘记，当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之时，无数普通人加入到抗疫志

愿服务行列，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哪

里有需要就奔向哪里：社区防控一

线，有他们宣传科普防疫知识的身

影；“青年跑团”物资运输路上，有他

们千里驰援、使命必达的信念；“社工

伴行”心理疏导交流中，有他们心连

心的关怀传递，他们虽没有惊天动地

的伟业，却也把坚守初心的奉献变得

不再平凡。

12 月 5 日，是北京冬奥会倒计时

第 61 天，作为冬奥会不可或缺的筹

办力量，志愿者的身影也将出现在此

次国际运动盛会上。官方数据显示，

自北京冬奥会赛会志愿者启动报名

以来，报名人数已突破 100 万，近两

万人将投入到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

志愿服务中。为了给“简约、安全、精

彩”的北京冬奥会增光添彩，志愿者

们甘当“幕后英雄”，在场馆周边、志

愿服务站点、冬奥示范社区等地提供

信息咨询、语言翻译、文明宣传、应急

救助、环境保障、助残等志愿服务，各

项相关志愿服务技能培训背后，是志

愿者们勤学好练，立志当好“中国名

片”的决心。

致 敬 志 愿 者 ，不 能 仅 停 留 在 思

想认同上，更应在此基础上激励自

身以实际行动践行之。“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呈现，是社会

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于个人而言，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正是在一次

次举手之劳中，升华着人们的社会

归属感、责任感和自觉奉献精神；于

社会而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在大型赛会、扶贫支教、应急救援、

海外服务中让志愿服务的善举涌动

传递，构建友爱互助的精神桥梁，为

社会发展蓄积正能量，推动每个“小

我”融入“大我”中，描绘出人间温情

的底色。

志之所向，愿而躬行。志愿者们

温情烙印于心间，本可不为，却依然

选择倾尽全力。向“红马甲”致敬，心

中有爱，人间处处皆有可为。

（作者系重庆大学新闻系2019级学生）

李记

第六轮国家医保谈判正式公布结果。日

前，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

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据央视

新闻报道，此次共有 74 种药品新增进入目

录，其中 7 个直接新增药品，67 个谈判新增

药品。至此，最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内药

品总数2860种，将于2022年1月1日执行。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医保谈判中，

有 7个药物属于罕见病药，如治疗脊髓性肌

萎缩症（SMA）的高价药诺西那生钠。诺西那

生钠曾在 2020年 8月因“国内 70万元一针，

国外 280 元一针”而引发争议。此番国家医

保局谈判代表“灵魂砍价”谈判成功，高价罕

见病药物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对于患者及其

家庭来说，无疑是件好事。同时，这对于今后

更多高价罕见病药进医保亦有探索意义。

完善多元化药品供应格局，让更多更好

的罕见病治疗药品能够进入医保、进入市场，

办法多多。比如加快罕见病治疗药品审评审

批，简化罕见病药物上市要求；比如进一步激

励罕见病药的研发生产供给能力，如此等等。

也就是说，激发市场的“鲶鱼效应”，逐步探索

出可让“天价药”普遍大幅降价的议价模式，

比如让垄断药企因为有了陪跑竞争者而在医

保谈判时不得不选择以量换价，必能促进更

多“天价药”大幅降价后进入医保目录。

在今年的医保目录药品谈判现场，国家

医保局谈判代表“锱铢必较”的议价能力，以

及“每一个小群体都不该被放弃”等彰显人

文关怀的话语，都让人感佩。我们期待，“天

价药”大幅降价后进入医保目录能成为一个

良好的开端，在更趋完善的制度眷顾下，那

些被罕见病所困的患者都能更加从容更有

勇气地直面困厄，走过人生的灰色地带。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

《宁夏回族自治区长城保护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加强对境内古长城的

保护利用和监督管理。

巍巍长城，见证着历史，承载着风霜。但在历史风霜中，加之人为破

坏、缺乏保护，一些地段的长城只能在风雨中“自生自灭”。在这样的现实

背景下，该条例的出台及时且必要。 文/图 朱慧卿

立法保护长城

最美“张吉怀”，那山那水等你来 以宪为纲 崇法善治

期待“天价药”进医保
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红马甲”的红，
是最温情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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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黎倬

“每位老人都是一个‘老小孩’，我要

做的就是尽职尽责、用心用情。”当养老

护理员 2 年时间，长沙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的 95 后护理员翟浩霖有着自己的工作心

得。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三届全省养老护

理员职业技能大赛上，翟浩霖凭借耐心、

真心、爱心，摘得一等奖，被授予“湖南省

技术能手”“湖南省巾帼建功标兵”荣誉

称号。

翟浩霖是一名山西姑娘，大学主修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2019 年，她成为长

沙市第二社会福利院老年一病区的一名

养老护理员。入职前，翟浩霖觉得凭借自

己的专业知识和耐心性格，能够很快胜

任这份工作。但她很快发现，养老护理不

是件容易事。

翟浩霖的第一个护理对象是一位患

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奶奶。第一次见面，看

到陌生的翟浩霖，老人情绪激动，硬是拦

着她不准进门。

翟浩霖告诉自己不能急、要冷静，不

能强行和老人对着干。她细心地摸索老人

的性格爱好，寻找一切机会拉近与老人的

距离。老人看电视时，她试探性地靠近，陪

老人看电视；知道老人爱听歌，便找来怀

旧歌曲一句句教老人唱……

慢慢地，老人熟悉了翟浩霖，还在翟

浩霖带动下玩起了翻花绳的小游戏。为

了让老人开心，翟浩霖每次都故意藏拙，

输 了 游 戏 ，借 机 夸 奖 ：“ 奶 奶 你 好 厉 害

呀！”伴随着一次次笑声，翟浩霖成为了

老人的好朋友。

每次工作结束后及时归纳总结，是

翟浩霖的一大工作法宝。她将护理对象

的身体、心理情况记录下来，再根据这些

情 况 ，制 定 专 门 的 护 理 计 划 ，并 不 断 调

整，直至见到真正成效。

一位姓唐的奶奶左侧肢体偏瘫，翟

浩霖为她制定了 5 项护理计划。仅康复训

练部分，就运用三种训练方式，有针对性

地训练左侧上肢、下肢、臀部三个部位。

通 过 翟 浩 霖 一 次 又 一 次 不 厌 其 烦 地 引

导，唐奶奶的康复训练颇有成效，现在，

她的左侧肢体可以自行弯曲，臀部也能

够自行抬高一部分。

“护理工作是一份双向传递爱的工

作。”翟浩霖细心呵护银发奶奶的同时，

也得到了奶奶们的爱。

唐奶奶有一段时间“任性”起来，不

管翟浩霖怎样耐心劝说、连哄带夸，都不

愿意吃饭。原来，唐奶奶因为身体原因上

厕所十分不便，吃了饭就免不了要上厕

所，看到这么年轻的小姑娘为自己干这

些脏活，奶奶心里过意不去。

“唐奶奶宁愿自己不吃饭，也想要减

轻我的负担，我心里又酸又暖。”翟浩霖

被深深感动了。

“养老护理是一份有温度的职业，我

会一直做下去。”谈到未来，翟浩霖笑容

灿烂。陪伴、守护、温暖每一个老人，为护

理这份平凡而崇高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力

量。翟浩霖的梦想很小，也很大。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佳俊

通讯员 黎倬

年仅 23 岁，却每天面对生死离别；工

作 4 年，便荣获“湖南省技术能手”“湖南

省巾帼建功标兵”等称号。在不久前举行

的第三届全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

上，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养老护理员

张威获得一等奖。

2017 年，从衡阳核工业卫校护理专

业毕业的张威来到长沙市第一社会福利

院工作。刚开始在康复科，2019 年被调到

安宁疗护中心。

安宁疗护中心面对的是临终患者，

他们情绪波动大，护理员需要面对的情

况 复 杂 ，工 作 挑 战 性 更 大 。张 威 没 有 退

缩，一点点克服。

刘爷爷是张威到安宁疗护中心后最

早接触到的一位老人，身患多种并发症，

性格孤僻，不太喜欢与人交流。

“第一次见刘爷爷时，他一脸严肃，

很凶地问我哪来的。”张威回忆。

张威并没有因为老人的抵触情绪而

退缩。她细心照顾老人，按时给他洗澡、

理发、剪指甲，换床单被罩。有时老人不

配合治疗闹脾气，甚至向张威吐口水。但

她依然不急不躁：“老小老小，这个时候

就要像哄小朋友一样哄着爷爷。”

细心的张威注意到刘爷爷床头经常摆

有牛奶，知道他爱喝，于是每次打完针后，

便将牛奶热好喂给刘爷爷喝，用这种方式

帮助老人平复情绪。为了拉近和刘爷爷的

距离，了解他的精神状态，张威每天都会坐

在床边陪他，给他读报，和他聊家常。

张威的热情和耐心感动了老人，渐

渐接受了她的护理。

“ 我 觉 得 他 特 别 像 我 的 爷 爷 。家 人

送 来 他 最 爱 的 牛 奶 ，他 说 只 有 我 可 以

喝 ……”回忆起与老人相处的时光，张威

眼眶不觉湿润。

护 理 后 期 ，老 人 身 体 逐 渐 虚 弱 ，每

天 必 须 通 过 药 物 、呼 吸 机 维 持 基 本 生

命 体 征 。照 顾 的 难 度 逐 渐 增 大 。病 情 影

响 下 ，老 人 发 热 时 会 一 直 冒 汗 ，衣 服 一

天 要 换 四 五 次 。张 威 不 厌 其 烦 ，每 天 都

帮 老 人 收 拾 得 干 干 净 净 ，尽 量 让 老 人

舒服一些。

急病人之所急，想家属之所想。张威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蔡奶奶是一位肺腺癌晚期患者。刚

入院时，家属要求不要告诉患者实际病

情。然而随着病情变化，老人出现了明显

的焦虑。

了解情况后，张威立即叫来老人的

家人，分析讨论，寻找解决方法，给蔡奶

奶做心理评估，对老人家属进行心理疏

导。在张威和同事的引导和陪同下，家属

将病情告知蔡奶奶。蔡奶奶坦然接受，最

终无痛苦、有尊严地走完了人生最后一

程。

“以老人和家属为中心，提供优质护

理”是张威一直坚守的服务理念，也是她

一直践行的工作信条。

“虽然我不能延长老人的生命，但能

陪伴他们走完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很

有意义。”张威说，自己今后会更加尽心

尽力，多些爱心、耐心与诚心，以高度的

责任心和良好的服务态度为老人提供更

加优质的服务。

为临终老人送去温暖关怀
——记全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得主张威

这份有温度的职业，她会一直做下去
——记全省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得主翟浩霖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任泽旺

小雪已过，江永县的大小香柚园仍然满目

苍翠，淡黄色的柚子挂满枝头，人们忙着采果，

外地客商争先抢购。

江永县是“中国香柚之乡”，产品获得农业

农村部“首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被中国水

果流通协会认定为中华名果。全县共种植 13.8万

亩 香 柚 ，位 居 全 国 柚 类 集 中 产 区 之 首 ，其 中

10.5 万亩香柚生产基地获得“全国绿色食品原

料标准化生产基地”认定。

该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何景发介绍，江永

香柚品质不断改良，成为市场的抢手货，不少

精品香柚果卖到 100 元一个，被称为柚子中的

“爱马仕”。

剪枝、控高、防虫，推广实用生产
技术30余项

据《江永县志》记载，清道光年间县内已

“橘柚凝烟翠”，有人种植香柚树。但到 1985 年，

全县只有 3100 亩香柚 ，年产果实 80 吨 。这些

年，该县大力推广香柚优质丰产技术，推动香

柚种植面积增加、品质全面提升。

11 月 25 日，记者来到江永县香柚科技小

院（原江永县香柚研究所）。这里是该县开展香

柚科学种植、管理等科技试验和攻关的重要阵

地。只见占地 35 亩的院落里，上世纪 70 年代种

植的香柚树仍“累累果实压枝低”，大棚里的新

品种香柚苗木枝叶葱绿，生长旺盛。

该县高级农艺师卢胜进介绍，以前，村民

种植香柚树，不剪枝、不整理树型，任由其自然

生长成七八米的“瘦高个”，结的果实个头小、

甜度低、外观粗糙。

卢胜进指着院内两株 1978 年种植的香柚

树说，大家首先对这两株香柚树进行修枝、整

理树型试验，并逐渐扩大试验范围，取得明显

效果后，在县内推广相关技术。如今，全县香柚

树的高度控制在 2.8 米以下，并实施大枝修剪

等，坐果率、果实品质和品相全面提升。

柚实雷瘿蚊曾是该县香柚园常见的一种

毁灭性害虫，钻蛀香柚果，果实很快掉落，给果

农造成极大的损失。省植保植检站、永州市植

保植检站、江永县植保植检站的科技工作者，

从 1993 至 2002 年，在江永县进行攻关，解决了

这一难题。这一科研项目荣获 2002 年湖南省科

技进步三等奖。

目前，江永县香柚科技小院向香柚种植户

推广 30 余项实用生产技术。

嫁接、改种，推动香柚
品改，口感更加纯正

江永县全面推行香柚规范化种植

和管理。

1998 年，江永县与省市相关部门

合作，启动香柚企业标准制定，2001 年

初步拟定了有 6 个系列标准和 45 个质

量标准的香柚产业标准体系。该县围绕这一标

准体系，制定和大力推行《江永香柚标准化管

理月历》，推动精细化生产。

有果农私自种植来源不同的香柚苗，造成

江永香柚果实品质和口感差异大，果农也没有

好收益。江永县积极引导，向果农无偿提供优

质的香柚种苗，实施高位嫁接、砍树补种等措

施，推动香柚品改，使全县香柚品种趋于一致，

口感更加纯正。

11 月 26 日，江永县源口瑶族乡八十工村

村民曾纪姣家的香柚园，柚香扑鼻。曾纪姣从

1991 年种植香柚树，但前期种植的苗木品种较

杂，香柚果一度愁卖。她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

实施香柚高位嫁接、砍树补种后，果品提质、产

量提升，每年纯收入达 10 多万元。

有了香柚规范化生产标准和种植管理细则，

村民发展香柚生产更方便更规范。该县粗石江镇

白土村脱贫户杨荣华，7 年前种植 25 亩香柚，按

照规范进行栽培管理，年纯收入10多万元。

江永县还及时引进、培育、推广香柚新品

种。在该县松柏瑶族乡香果源柑橘种植专业合

作社香柚基地，记者看到，2018 年种植的 400 多

亩不用人工授粉的香柚树，已硕果累累。

基地技术员蒋华文从事香柚生产和技术

指导 27 年，他高兴地向记者算起明细账，不用

人工授粉的香柚树节省了请人授粉等开支，还

更耐寒、易管理，比种植传统的香柚树节省近

三分之一的成本。

目前，江永县已推广种植不用人工授粉的

香柚树 1.5 万亩。

从整袋卖到论个卖，产品深加工，
产业收益增加

江永县积极创新营销方式，发展香柚花、

果、皮等深加工，开发乡村旅游。

11 月 27 日，记者来到该县云雾山香柚产

业园科技大楼的可视化系统控制室，园内的

情况尽收眼底。产业园负责人介绍，不少外地

消费者在园内领养香柚树，适时看到其生产

管理、开花结果、智能检测等情况，实现个性

化消费。

改变过去香柚以袋装销售为主的模式，按

个卖。在该县水果商品化处理车间，100 条处理

线正在清洗、分拣、保鲜、包装香柚果实，从中

选出的精品香柚售价 100 元一个，还供不应求。

江永还开发香柚附属产品。在该县粗石江

镇下禾洞村，村民黄新来收购柚农采摘果子时

掉到地上裂开的果实，以及食用后的香柚皮，

进行加工。江永县把香柚园疏下来的香柚花、

幼果，以及香柚皮等，加工成减肥茶、果脯、菜

肴、柚皮糖等半成品或成品，还用于提取香精、

果胶等，果农每亩可增加收入 400 到 800 余元。

推动香柚园乡村旅游。12 月 3 日，江永县

旭日升农场香柚园，20 多名长沙游客正在开心

采果品果。农场负责人陈名海介绍，园内可以

春赏花、夏避暑、秋冬采果，一年四季都有游客

来。该县香柚园乡村旅游项目每年接待游客达

2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