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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日，由信
宜市卫健局、信宜市中医院主办
的“中医文化夜市”活动在信宜窦
州里广场举行。这是继 1 月 4 日
举办的“中医文化夜市”活动后，
又一场干货满满的活动。

这场将千年中医与市井烟火
相结合的夜市，不仅点亮了城市的
夜晚，更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
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此次中医夜市的活动内容丰
富多样，涵盖健康义诊、中医特色
适宜技术体验、中医药文化展示、
互动体验等。当晚，窦州里文化广

场灯火辉煌，信宜市中医院医务人
员的“摊位”整齐排列，为市民提
供中医义诊等健康服务，各个摊位
前都排起了长队。7 名专家现场
为群众进行一对一会诊，免费为民
众测量血压、血糖，开展中医推拿、
针灸、拔罐、耳穴压豆、艾灸等中医
体验项目。同时，通过中医药文化
知识展板展示常见中药材标本等，
向市民普及中医药文化。这些贴
心、专业的义诊服务，有效地宣传
了中医药文化，推广了中医药适宜
技术，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福利。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中医文化
总是与古旧药柜、晦涩典籍紧密相
连，但中医夜市的出现打破了这种
刻板印象。自 2024 年 9 月起，茂
名市文化广场举办了多场“潘茂
名”中医药健康夜市，活动内容精
彩纷呈，设有名老中医专家义诊
区、“潘茂名”文化区、传统和现代
中医疗法体验区、中医药产品体
验区、非遗文创区、中医药科普区
和药食同源品鉴区等 7 大中医药
特色区域，场面十分火爆。而在
最近的 2 月 21、22 日，中医药健
康夜市在东荟城开展，设有免费

名中医问诊、特色传统中医药体
验、春季养生小妙招等项目。化
州市也已成功举办了三轮中医药
夜市，不仅大力推广了传统医疗
保健手法和化橘红系列产品，还
吸引了多名外地名老中医前来

“摆摊”免费义诊。
这些中医夜市活动，是中医

药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美好邂逅。
专家义诊台前的长队、艾灸体验
区飘散的药香、八段锦教学场地
上跃动的身影，共同构成了一幅
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生动画
面。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展

示，更是一项“润物细无声”的民
心工程。活动不仅为广大市民带
来了独特的健康体验，还加深了
公众对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和价
值的认识，进一步推动了中医药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看，中医夜
市能够产生多重社会效益：免费的
基础诊疗，为基层医疗分担压力；
构建文化认同，为中医药产业发展
奠定基础；传播“治未病”理念，逐
渐改变全民的健康观念。因此，政
府部门应响应党中央国务院“推
动中医药文化进农村、进社区、进

家庭、进校园、进景区、进机关”的
号召，协调各单位，积极担当资源
整合者与服务创新者，探索更多服
务模式。例如，卫健系统可联合高
校建立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基地；文
旅部门可将夜市纳入“健康旅游”
线路；融媒体中心可运用短视频、
直播等新载体扩大传播影响力。
通过这些举措，进一步丰富和延伸
中医药服务内涵，不断提升中医药
服务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
务，使中医药文化真正走进基层，
惠及群众，更好地守护百姓健康。

中医夜市焕发传统文化新活力
吴征远（高州）

据茂名日报报道，茂南区山阁
镇黄杰村委会近年来结合村庄实
际，以“积分制”与村规民约为抓手
推进移风易俗，探索出一条乡村治
理与文明建设的新路径。这种将
村民日常行为转化为可量化考评
的创新实践，让文明新风浸润民
心，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

实践中发现，孝老爱亲、移风易
俗、志愿服务、环境整治等积分越
高，村民就越感光彩。为争取高分，

大家不仅自觉规范言行，还主动教
育家人顾全大局。黄杰村创新的

“道德积分制”将村民行为细化为环
境卫生、志愿服务、文明家庭评选、
红白事简办等四大类多个子项，例
如主动清扫公共区域积5分、简办红
白事积10分、获评“星级文明户”积
20分等具体标准。积分既可在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的“文明超市”兑换
生活用品或精神奖励，还与“文明家
庭”“好婆媳”等评优挂钩，通过“红黑

榜”公示形成比学赶超氛围，有效激
发了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

值得关注的是，该村通过积分
制将复杂的村民自治行为转化为
可量化的考核体系，既细化了村规
民约的执行标准，又持续培育着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这
种创新实践印证了一个现象：越是
细化具体的村规民约，越能提升村
庄文明程度。针对过去存在的红
白喜事铺张浪费、环境卫生脏乱等

问题，黄杰村通过村民代表大会、
队长扩大会议等民主程序，凝聚共
识修订完善《村规民约》，明确“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原
则，对环境卫生、绿化美化、公共事
务参与等十余个方面作出具体规
范。诸如“房前屋后每日清扫，禽
畜集中圈养”“婚丧酒席需提前报
备简办”等条款，既减轻了村民经
济负担，又显著改善了村容村貌。

为确保制度落地见效，村“两

委”建立起党员干部带头示范机
制，成立监督小组定期巡查，通过
村务公开栏、微信群等渠道宣传典
型。如今村民在婚嫁、乔迁时自觉
从简办理，摒弃天价彩礼，反对铺
张浪费已成新风尚。这种“干部带
头、群众跟进”的模式，使文明准则
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人心。
村民既把村规民约作为日常行为
的“标尺”，又自发形成互相监督的
氛围，推动着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邻里关系愈加和谐、村民满意度显
著提升。

当前，我市众多村庄推行的村
规民约正在重塑乡风文明。黄杰
村的实践证明，当抽象的文明理念
转化为具象的积分指标，当传统的
道德约束升级为系统的制度设计，
乡村治理就能焕发新活力。这种
以量化促转化、以积分换新风的治
理智慧，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了
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积分制+村规民约”培育文明乡风
刘广荣(信宜)

据茂名日报 昨日报道，由茂
名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
心主办，以“让压力成为我们的
好朋友”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
活动，在茂南区羊角镇实验小学
举行。

无论是工作，还是成长学
习，每个年龄段都有压力。每个
人都需要面对压力，也都要适当
地进行排解。尤其是未成年人，
对他们的压力给予更多关爱、关
注、理解与扶持，这不仅是教育
职能部门的责任，更是社会各界
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让未成年人学会直面压
力，无所畏惧。既然人人都会遭

遇压力，那就应该让孩子们明
白，自己并非独自承受压力，自
己所面临的压力很多人也同样
存在，不会因为压力而被孤立。
要知道压力并不可怕，勇敢地承
认和接纳压力，勇于倾诉释放才
是正确的做法。正如报道中的
活动主题所表达的，要让压力成
为“好朋友”，而不是将其视为可
怕的事物，从而徒增焦虑。

要让未成年人学会应对压
力的技巧。及时释放压力、及时
应对，是抵御压力的最佳方式。
在技巧方法方面，要教导孩子如
何化解压力。倘若没有科学的
应对方法，孩子陷入看不见尽头

的焦虑和恐惧之中，只会让自己
处于无法承受的状态。学习应
对技巧，能让孩子掌握方法，并
善于将其运用到实践中，以方法
之“矛”，攻压力之“盾”。

如果压力确实太大，或者无
法化解，不妨让孩子学会接纳。
就像近年流行的一句话：“遇到
烦事不要慌，让我先发个朋友
圈”。这种豁达与潇洒，体现的
是一种乐观，而非消极。要让孩
子们明白，尽力而为、尽心应对
后，如果结果仍不尽人意，那或
许是另有安排。正如歌中所唱：

“不必惊慌，太阳下山了，还有月
光”。

要为青少年面对压力
撑起“心理防护伞”

袁佩玲（高州）

职业懈怠
图/文 刘志永 杜燕盛

据澎湃新闻报道，针对“医生
上班时间在电脑上打游戏，门外
有患者排队近一小时”的网络舆
论，安徽省天长市人民医院近日
通报称，经查，该工作人员是该医
院医生，在门诊利用工作电脑打
纸牌游戏，医院已对其进行了严
肃的批评教育，责令检查并通报
全院。

医生群体承受着高强度工作
压力，但这不能成为职业懈怠的
借口。这名医生忘记了白大褂承
载的生命之托，忽视了候诊患者
的健康期盼，消耗了公众的信
任。医疗系统的公信力建设犹如
精密的人体机能，既需要每个细
胞的健康活力，也依赖整个机体
的协同运转。唯有将职业道德培
育融入日常，让管理制度长出牙
齿，使社会监督形成常态，才能杜
绝“游戏人生”的职业态度，构建
温暖可信的医患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