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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集中充电停车棚点位咋建？
社区群众说了算

华西社区报讯（记者 冯浕）7月20
日，为切实解决辖区电动自行车违规停
放充电问题，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成
都高新区合作街道晨风社区组织晨风
中心村党员代表、议事会成员、居民代
表、楼栋长、原生产队长等召开电动车
集中充电停车棚点位设置意见征集会。

会上，社区党委书记刘兴国就近
期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进行了通报，
详细介绍了中心村电动自行车集中充
电车棚试点建设初衷，并就充电车棚
性能特点和运营管理模式做了初步介
绍。随后，与会代表纷纷发言，对中心
村集中充电停车棚设置表示认同，对
点位设置也给出了有效性的意见建
议。最后，会议讨论建议积极引入社
会力量，多方协商选定安装试点点位，
带动居民积极动员租客参与安全治
理，切实消除中心村电动车充电安全
隐患问题。

当天，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之“为幸福发声·让群众有感”专项
行动，晨风社区还召开了“廉情直通车”
坝坝会，合作街道纪工委专干、晨风社
区两委班子和辖区居民100余人参加。

辖区居民当主播
社区打造“客家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

看2021年第五期《隆兴零距离》节

目。”7月6日，成都成华区龙潭街

道隆兴路社区精心打造的《隆兴零

距离》新闻节目如期举行。这档由

社区主办的新闻栏目，有着多个独

特亮点：龙潭客家人当主播、播报

全程使用客家方言、新闻紧紧围绕

社区大小事务。据悉，该档新闻节

目自2019年9月正式上线以来，

已成为隆兴路社区传承和发扬客

家文化的重要形式，社区的客家居

民们也已养成了通过这档节目来

了解社区变化的习惯。

传承客家文化
客家电视台应运而生

“我们的龙潭，风景秀丽，空气清
新。随着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的持续推
进，居民的文化生活更丰富了。”隆兴
路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石宪介绍说，近
年来，隆兴路社区在龙潭街道的指导
下一方面着力改善人居环境，一方面
大力推进社区发展治理工作，通过开
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繁荣社区文
化，提升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据了解，龙潭寺的本地人几乎都
是客家人，客家人都讲客家方言，客家
文化源远流长。在社区发展治理工作
中，龙潭街道对隆兴路社区提出了全
新的课题——推广打造社区客家文化
品牌。如何才能做到既能传承客家文
化，又能展示自己的特色？石宪与社

区工作人员们开始了“头脑风暴”。
“有不少居民平常跟我们说过，

作为客家人对于客家语言的流失感
到担忧。”石宪告诉记者，围绕辖区客
家居民们的担忧，他们很快有了打造

“社区客家电视台”的想法，并同时上
线《隆兴零距离》客家话新闻节目，通
过播报社区新闻以及一系列居民喜
闻乐见的客家文化活动，来传承和弘
扬传统客家文化。由此，隆兴路社区
客家电视台应运而生。

辖区居民当起了主播
客家话播报前先“翻译”

“客家话与普通话有很大区别，
很多发音不一样。”初期参与播报《隆
兴零距离》的居民主播王正蓉回忆
称，第一次拿到稿件时自己尝试用客
家话念了一段，发现根本不能一次完
整地念完，“许多书面语言，要提前转
换成客家话，才能顺利地播报出来。”
因此，在每次新闻开播前，当期的居

民主播都需要提前进行稿件的语言
转换训练，逐字逐句将新闻完整地用
客家话“翻译”出来后再进行录制。

新闻节目录制初期，一切都在摸
索阶段。为此，隆兴路社区工作人员
几乎全员上阵，而手机成了最重要的
设备。“我们都没接触过节目的拍摄
剪辑，前几期的内容都靠手机完成。”
石宪介绍说，社区工作人员化身首期
节目的主播、节目录制的摄像师、后
期的剪辑师、出镜的记者……大家都
硬着头皮摸索前行，最终呈现出来了
一档居民反响还不错的特色节目。

成为社区“网红”节目
打造客家特色文化品牌

“张老师，我看到你的播报了，播
得好哦！”“苏姐，你发挥得好，播得很
稳。”经过前6期的录制与播出，《隆兴
零距离》节目在辖区内得到了不少的
关注，参与播报的居民也获得了大家
的点赞。

“这个节目好，客家话让我们不由
自主地要认真去听，听完之后，对近段
时间社区发生的大小事情也都了解
了。”居民刘阿姨说，作为客家人，客家
话是乡音更是乡愁，全家人已经养成
了每期定时收看这档来自社区的特别
节目，家里的小朋友也能从这个节目
里学习客家话，客家文化得到了传承。

据了解，《隆兴零距离》客家新闻
自播出后，收视率不断攀升，仅前6期，
居民收看点击量就高达15000次，成功
吸粉两千余人。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服
务，将客家文化、客家语言全面推广，
隆兴路社区于2020年6年对该档节目
进行了2.0版本的升级。

“我们用很少的经费，配合极好的
创意团队，同时邀请专业的社会组织合
作伙伴，一起联合升级我们这档节目。”
石宪介绍说，现在的《隆兴零距离》画面
更高清了、稿件更完整了、场地更专业
了，居民的参与度也更高了。通过新闻
节目的播出，越老越多的居民对社区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参与社区大小事务的
热情也得到了明显提升。

“近年来，我们深入推进党建引领
社区发展治理，推动社区共建共治共
享，隆兴路社区客家新闻节目就是社
区充分挖掘本土文化资源，打造社区
文化品牌，激发社区活力的一次生动
实践。”龙潭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隆
兴路社区紧扣“传承客家文化”大主
题，用新媒体手段留住辖区客家居民
的“乡愁”，通过客家特色文化品牌的
打造，居民们的自豪感和认同感不断
增强，居民参与小区自治的积极性显
著提升，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变化。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彭戎 社区供图

居民主播录节目。

（上接01版）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包括哪些服
务项目？

自 2010 年起，我国启动实施国家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为农村
计划怀孕夫妇免费提供健康教育、健
康检查、风险评估、咨询指导等19项孕
前优生服务，预防和降低出生缺陷发
生风险。目前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已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在全国所有县（市、区）普遍实施，所有
符合条件的计划怀孕夫妇均可

如何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普惠
托育服务？

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和撬动
作用，推动建设一批方便可及、价格可
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机构。
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
育服务。鼓励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参

与各级政府推动的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建设。加强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建

设，完善居住社区婴幼儿活动场所和

服务设施。制定家庭托育点管理办

法。支持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照护

模式。支持家政企业扩大育儿服

务。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

收2至3岁的幼儿。

“十四五”期间预计增加多少
个示范性普惠托位？

“十四五”时期，实施公办托育机

构建设工程和普惠托育服务扩容项

目，支持 150 个城市新增示范性普惠

托位50万个以上。

在生育休假和生育保险方面
有哪些举措？

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
点，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继

续做好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

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的保障，做好

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生育医疗费用保

障，减轻生育医疗费用负担。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特扶金标
准如何调整？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实

行特别扶助制度扶助标准动态调整。

自2011年以来，先后四次调增扶助标

准，目前独生子女伤残和死亡特扶金标

准分别为每人每月350元、450元。

如还有其他相关问题，可以通过电

子 邮 件 将 问 题 发 送 至

zhengcewenda@nhc.gov.cn。国家卫健

委将继续以专题答问等形式进行解答。
（本文有删减，详细内容见国家卫健
委微信公号“健康中国”）

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来了
国家卫健委针对有关问题进行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