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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

《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展2022年
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
（国新出发电〔2023〕6号）、四川省
新闻出版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新
闻记者证核验工作的通知》（川新
出〔2023〕11 号）精神，我单位对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持有新闻记者证的记者持证和
从业情况进行了核验和自查，现将
我单位核验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举报电话为86968851、86968336。

拟进行 2022 年度新闻记者证
核验名单：徐建、代建军、李国东、李
玥林、徐倩、冯浕、高昊焜、朱佳慧、
郝淑霞、胡慧媛、刘福燕、杨春梅、胡
晴琴、黎澎、杨铠、刘俊、张丽、李思
佳、董峰、沈悦、佘悦、吴小红。

华西社区报社
2023年3月3日

公 示
根据《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

闻出版总署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
管理的规定》和《新闻记者证管理办
法》，经严格审核，我单位以下人员符
合申领新闻记者证条件，现将申领人
员 名 单 进 行 公 示 。 举 报 电 话 ：
028-86968851、86968336，省新闻出
版局举报电话：028-63090885。拟
申领记者证人员：彭戎、刘纳、刘业
鹏、王捷宇、赖浩、程玥。

华西社区报社
2023年3月3日

遗失声明
张今驰遗失新闻记者证（统一编

号：B51013166000029），声明作废。
华西社区报社

2023年3月3日

创造无障碍环境 助残疾人生活无忧
快来申请量体裁衣式家庭无障碍改造

“老田是视力残疾，她可以申请免
费无障碍改造，赶紧把这个消息告知
她……”近日，成都武侯区残疾人联合
会正在为辖区残疾人家庭进行免费无
障碍改造。

根据《成都市“十四五”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扩面改造和修缮工作实施方
案》，武侯区残联正着手为辖区内的残
疾人士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只
要具备以下四项条件的家庭均可就近
到户籍所在街道的残联申请无障碍改
造：1.具有武侯区户籍；2.持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残疾人证》；3.对家庭无障碍设施
改造和修缮有需求、有意愿；4.居住环境
具备无障碍改造和修缮条件。

“根据房屋结构以及残疾人需求，我
们会按照残疾类别实施‘量体裁衣式’个
性化服务。对于肢体残疾人家庭的改造
有台阶改坡道或设置轮椅斜坡板，楼梯、
过道加设扶手，加装人脸识别等信息门
禁系统，卫生间洗脸台低位改造，蹲便器
改坐便器，厨房灶台、厨柜、水池等低位
改造。设置防火报警装置，阳台安装升
降晒衣架、智能窗帘等。对于视力残疾
人家庭的改造包括安装扶手、语音对讲

门铃、语音或指纹门禁系统、改造卫
生间。对于听力、言语残疾人家庭的
改造主要是加装闪光门铃（或可视门
铃）、配置闪光开水壶、振动闹钟等可
视系统聋人无障碍生活用品等。而
智力、精神残疾人家庭则着重改造家
庭室内电源线路、安装高位遥控开
关、安全防护网、配置密码刀具箱等，
以降低其居家生活风险，让残疾人群

体能更方便地生活。”武侯区残联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次还可对已改造
5年以上年久失修的家庭无障碍设
施设备进行优化和修缮，可更换、添
设、配置、引入新技术、新材料，增加
智能化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成都市武侯
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上，武侯区首次采用人大代表票

决制方式，将“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工作”确定为2023 年度重大民生实事
项目。从实现重大民生实事项目由

“替民做主”向“请民做主”转变，力求
民生实事项目更接地气、更贴民心、更
有温度，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悉，去年武侯区残联已为全区
125 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

“残联给我们店门口安装语音门铃，在
家里安装扶手，一心为我们着想，给生
活带来很多方便……”盲人按摩店按
摩师张丹（化名）说。张丹的家和按摩
店就属于去年的改造范围之一。为确
保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质效，
武侯区残联组织专业人员，成立改造
验收小组，对所有改造工程进行评估
验收。近日，还组建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回访小组，通过抽查验收，监督
检查不同类别残疾人的居家环境情况
和无障碍设施使用情况，收集掌握他
们的真实需求，进一步推动残疾人家
庭无障碍建设。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沈悦
实习生 易仕玲 武侯区残联供图

“健康细胞”渗入公园城市
双流区首家智慧健康小屋投入使用

3月1日，阳光明媚。成都双流区
空港花田中，由黄水镇卫生院承建的
双流区首家智慧健康小屋投入使用。
在阳光照耀下，熊猫造型智慧健康小
屋显得“憨态可掬”，和花田景观融为
一体，吸引了不少居民、游客驻足拍
照、体验。

家住附近的云华社区居民刘大爷
成了小屋的第一个客人。在黄水镇卫
生院家庭医生的指导下，刘大爷通过
刷身份证的方式，在智能体检一体机
上完成了体脂、血压、血氧、尿酸等20
余项健康检测。当检测数据跃然于屏
幕时，刘大爷感叹道：“好巴适哦！十
来分钟就完成了体检，操作也简单，以
后不用去大医院打挤了。”

科技赋能以“智”提质

打通居民健康管理“最后一公里”

为了让更多居民了解这个“聪明”

的“健康伙伴”，当天，黄水镇卫生院还

联合双流区妇幼保健院同步开展了便

民义诊活动，儿科、妇科、全科医疗科、

康复科、皮肤科专家共同为居民健康

保驾护航，志愿者也在一旁为居民耐

心讲解小屋的各项智慧功能，并邀请

大家进屋“尝鲜”。

“健康智慧小屋投入使用后，将为

居民提供集健康自检、自我健康管理、

健康指导与针对性干预于一体的一站

式服务。”黄水镇卫生院院长周莉琼介

绍说，健康智慧小屋的落成，也是在新

发展理念下将卫生健康服务理念多层

次、系统性融入公园城市建设的一
次有益探索。随着“健康细胞”的
不断渗入，居民的智慧健康网底也
会越织越密。

记者观察到，活动开始不到 1
小时，小屋外已有十余位居民排起
了队，等待进屋自测自查。“这个就
是我们想达到的效果，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随时掌握自己的健康状态，
从而不断提高健康意识和疾病预
防意识。”周莉琼表示。

成为家庭医生“好帮手”

持续提升居民就医获得感

智慧健康小屋不仅会成为居
民“健康大管家”，还将成为家庭医
生的智慧“好帮手”。智能体检一
体机一方面能通过后台实时分析

居民健康情况，另一方面，数据上
传到“健康云”后，也方便黄水镇卫
生院家庭医生进行综合评估，并为
居民开出个性化“健康处方”，实现
个体化健康指导。“如果居民自检
自测结果有健康高危影响因素，还
可预约至家庭医生处进行专业诊
疗，或转诊至上级医疗机构。”周莉
琼介绍说，还没有签约家庭医生的
居民，也可以在这个小屋里实现家
医签约。

据悉，下一步，黄水镇卫生院将

持续以满足广大居民群众健康需求

为出发点，以智慧健康小屋建设为

载体，定期开展健康咨询、专家义

诊、急救技能操作培训等活动，最大

化发挥智慧健康小屋功能，进一步

提升辖区居民的就医获得感。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李思佳

摄影 赖浩

熊猫造型的智慧健康小屋。

卫生间无障碍改造对比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