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美术公园坐落于重庆市
九龙坡区九龙半岛， 这里是新中
国成立后西南地区首座自动化火
力发电厂旧址， 也是重庆目前保
存最完好的工业遗产建筑之一。
今年国庆假期， 重庆美术公园因

其独特的工业韵味， 以及第十一
届全国职工摄影展的影响， 吸引
不少本地和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掀起一股工业旅游热潮。 （10月
20日 《工人日报》）

随着时代的变迁， 曾经轰鸣
的工厂、 高耸的烟囱逐渐退出了
历史的舞台， 然而， 这些工业遗
址并非只能成为尘封的记忆。 重
庆美术公园的成功转型， 便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 展示
了如何让工业遗址 “活” 起来，
并且 “火” 下去。

重庆发电厂旧址的蜕变， 不
仅仅是一次物理空间的改造， 更
是一次文化的重生。 通过对原有
厂房的艺术化处理和功能性转
化， 重庆美术公园不仅保留了工
业时代的独特印记， 更注入了新

的文化活力， 使之成为连接过去
与未来、 工业与艺术的桥梁。 这
种改造方式， 既是对工业历史的
尊重与传承， 也是对城市文化多
样性的丰富与拓展。

工业遗址的活化利用， 不仅
具有文化价值 ， 更有着经济潜
力。 重庆美术公园的成功吸引了
大量游客 ， 带动了周边文创产
业、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 这表
明 ， 工业遗址并非负担， 而是
可以转化为推动城市经 济 发 展
的新动力 。 通过创意转化和商
业模式创新， 这些遗址能够焕发
新的生机， 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
载体。

当然， 工业遗址的活化利用
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需要政府、
企业、 社会各方共同努力。 政府

的规划和引导是关键， 需要制定
科学合理的保护利用政策， 为工
业遗址的活化利用提供有力支
持。 企业的参与和投入则是重要
推手， 通过市场化运作， 实现工
业遗址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
双重提升。 同时， 社会公众的参
与和认同也必不可少， 他们的口
碑传播和文化共鸣， 是工业遗址
活化利用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此外， 工业遗址的活化利用
还需要与时代发展相结合， 不断
创新模式和内容。 在当今社会，
文化旅游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
方式， 人们对于旅游体验的需求
也日益多样化。 因此， 工业遗址
的转型不能仅停留在表面的改造
上， 更需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
和时代价值， 打造具有独特魅力

和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重庆美
术公园的成功就在于其能够将工
业文化与现代艺术完美结合， 为
游客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旅游体
验， 让更多工业遗址看到了焕发
新生的希望。

未来， 我们期待更多类似的
成功案例涌现， 让工业遗址成
为城市文化的新名片， 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 。 工业遗 址 是 城 市
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见
证了城市的兴衰变迁， 承载着几
代 人 的 奋 斗 与 梦 想 。 让 这 些
工业遗址以新的面貌继续留存
于城市之中 ， 不仅是对历史的
致敬， 更是对未来的期许。 让我
们共同努力 ， 帮助更多工业遗
址 焕 发新生 ， 共同书写城市发
展的崭新篇章。

潘铎印 ： 近年来 ， “互联
网+医疗健康” 发展迅速， 上网
查询病因、 网络问诊， 成为越来
越多人的选择。 互联网问诊的出
现方便了患者， 但出现了一些问
题亟待治理。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
推动网上诊疗行业走上规范化和
标准化道路， 强化 “互联网+医
疗”监管，从服务内涵、准入、执业
规则等方面规范互联网诊疗，切
实避免误诊等问题， 促进 “互联
网+医疗健康” 健康发展。

医保基金监管亮剑 ， 守好百姓看病
钱。 22日， 医保基金监管蓝皮书 《中国医
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发展报告 （2023～
2024）》 在京发布。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
到， 国家医保局飞行检查已覆盖全国所有
省份， 今年1月至9月， 全国各级医保部门
共追回医保资金160.6亿元 。 （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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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址是城市记忆的
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见证了
城市的兴衰变迁， 承载着几
代人的奋斗与梦想。 让这些
工业遗址以新的面貌继续留
存于城市之中， 不仅是对历
史的致敬， 更是对未来的期
许。让我们共同努力，帮助更
多工业遗址焕发新生， 共同
书写城市发展的崭新篇章。

■世象漫说

■有感而发

共享职工之家为职工打造“温馨港湾”

10月17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残疾人就业市场招聘会现
场， 残疾人群体正在与招聘人员
交流岗位信息。今年以来，玉林市
残联与各级人社部门通过一系列
政策全方位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供
给，助残就业。 截至目前，已举办
了 “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全
国助残日” 等多场残疾人专场招
聘会， 新增城乡残疾人就业4151
人。 （10月22日 《工人日报》）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也是经
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 加强残疾
人就业帮扶， 是新时代促进残疾
人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近些年

来，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
下，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下，我国
残疾人就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大量事实证明， 通过社会的
关心 、 政府的帮助和自己的努
力， 残疾人完全可以做出和健全
人一样的社会贡献。 况且， 让残
疾人顺利实现就业 ， 是多赢之
举， 既是解决残疾人生存问题的
根本途径， 更是构建和谐社会，
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可以
说 ， 为残疾人铺好 “幸福就业
路”， 不仅事关一个家庭的福祉，
也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高质量发
展。 正如网友留言所说， 残疾人

权益保障程度也是社会文明的一
面镜子 ， 残疾人权益保障越完
善， 社会文明程度就越高。

就业对国家、 对家庭都是天
大的事。 助力残疾人就业要打好
“组合拳”， 要着力构建残疾人事

业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有针对
性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鼓励支
持残疾人就业创业， 帮助更多残
疾人通过劳动获得收入、 实现人
生价值 ， 不断增强他们的获得
感、 幸福感、 安全感。 □王小梅

司其： 中消协公布的2024年
上半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之
一是 “平台经济 ‘大数据杀熟’
频现”。 所谓 “大数据杀熟”， 是
指经营者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势收
集消费者日常消费数据， 依照一
定的算法逻辑， 输入具有推送对
象与排斥对象的身份信息， 自动
生成和输出个性化的销售或服务
定价， 使不同消费者对相同销售
或服务支付不同对价的行为和现
象。 遏制 “大数据杀熟” 需要多
方共同努力， 监管部门应加大对互
联网平台的监管力度， 平台应增强
定价过程的透明度， 让消费者能够
清晰地了解价格的来源和依据。

守好百姓看病钱

近日， 郑州经开区首家共享
职工之家在明湖办事处远大社区
揭牌。 此次郑州经开区总工会联
合明湖办事处远大社区， 以满足
职工的多元化、 个性化需求为导
向，整合现有资源，共同打造远大
社区共享职工之家， 目的是为广
大职工群众提供更多的贴心、暖
心、舒心服务，了解职工群众的所
思所想所盼，着力解难事办实事，
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
（10月23日 《河南工人日报》）

据报道， 这家共享职工之家

总面积约1900平方米， 采取 “1+
N” 服务模式 ， “1” 即建设一
个 “共享职工之家” “N” 即设
置共享活动中心、 职工书屋、 法
律援助、 12351热线服务 、 舞蹈
室、 多功能室、 乒乓球室、 卫生
站、 书画室、 儿童乐园等若干个
共享服务区。

共享职工之家功能完善， 活
动丰富、 温情满满。 职工在此不
但能看书、 健身， 而且还能得到
法律、 政策等方面的专业解答。
这种贴心、 暖心、 舒心的便捷服

务， 提升了职工的幸福感、 获得
感、 归属感， 体现了工会对职工
的关爱。

共享职工之家要充分整合现
有资源， 为职工群众提供更多的
贴心、 暖心、 舒心服务。 期待这
一做法能在更多的社区推广。 当
然， 共享职工之家既要建好还要
管好 。 各地工会 组 织 、 街 道 、
社 区 等 要 充 分 整 合利用资源 ，
升级服务设施， 拓展服务功能，
让共享职工之家真正成为职工的
“温馨港湾”。 □赵杰昌

“不断提升慢性病防控能力
和水平， 推动慢性病综合防控工
作走深走实” “下沉到社区， 让
体重管理成为全民追求的健康目
标” ……在近日举行的2024年中
国慢性病防控大会上， 一系列针
对慢性病的防治 “指南” 引发广
泛关注。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
居民生活方式不断变化， 心脑血
管疾病、 癌症等慢性病发病率总
体呈上升趋势。 慢性病涉及人数
多、防治周期长，是我国今后将要
长期面对的公共卫生挑战。 作为
建设健康中国、 保障人民健康的
重要一环，织起慢性病“防护网”，
需要政府、 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参
与和努力，重在日常、防在日常。

做好慢性病防治， 要优化医
疗资源配置， 将关口前移、 资源
下沉。 各地要逐步完善慢性病防
治工作机制 ， 建立健全覆盖预
防、 筛查、 诊断、 治疗、 康复全
流程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体
系，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家
庭医生的慢性病管理能力， 并完
善医保和救助政策， 方便群众日
常就医、 减轻群众医疗负担， 不
断回应群众的健康新期待。

做好慢性病防治， 要不断探
索、 用好综合防控措施。 近年来
多部门联合打出 “组合拳”， 对
重大慢性病防治发起 “攻坚战”，
已累计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488个。 未来应以示范区
建设为抓手， 进一步落实政府主
导、 多部门协同、 全社会参与的
机制， 进一步加强多病共防、 医
防融合、 综合防控的措施。

做好慢性病防治， 要使健康
生活理念深植人心。 从指导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加大血压、 血糖、
血脂 “三高共管” 力度， 到深入
开展减盐、 减油、 减糖和 “体重
管理年” 等全民健康生活 方 式
行动 ， 全社会共建共享的健康
支持性环境正加快形成。 各级政
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要下更大功
夫， 积极开展慢性病防 治 全 民
健康教育 ，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
方式 ， 提升群众健康素养 ， 使
“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 理念
深入人心并化为行动， 从现在做
起， 从日常做起， 为健康中国建
设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

推动网上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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