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丰台区南苑街道阳光星苑社区开展 “践行新时尚 分类志
愿行”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将垃圾分类科普宣传、 互动游
戏、 旧物置换、 居民现场分类有机结合， 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到垃圾
分类行动中来。

本报记者 曹立栋 通讯员 史莉 摄影报道

“小餐桌” 大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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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西城区开展 “宪法宣
传周” 系列活动， 通过普法进万
家、 法治文艺走基层、 宪法 “进
机关”、 宪法 “进校园” 等6大主
题活动， 推动宪法精神融入群众
日常生活。

一段评书， 道出老年人以房
养老需要注意的问题 ； 双簧表
演 ， 在欢乐中提醒居民注意电
诈， 时时留心……举办普法活动
的西城政务服务管理局大厅内传
来阵阵笑声。 而就在大厅下沉广
场里， 特色鲜明的普法市集更是
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的兴趣。

“房屋继承方面要是有疑
问， 您可以看看这个册页， 或者
通过我们咨询专业人士。” “如
果 您 有 法 律 相 关 问 题 想 要 咨
询， 可以关注 ‘红律助’ 项目，
获取公益法律服务。” 不大的展
位前， 西城区司法局工作人员、
专业律师们热心为市民群众解答

各类疑问。
参观的市民群众普遍对不动

产买卖 、 房屋继承等问题感兴
趣， 一边看着普法册页， 一边进
行咨询。 得到答复后， 市民群众
纷纷扫码 ， 关注相应的法律服
务、 普法公众号。

“很多家长里短的事确实需
要法律常识才能知道怎么办。 了
解到有 ‘红律助’ 项目， 以后有
问题就可以求助专业律师了 。”
一位居民说。

据介绍，“红律助” 是西城律
师行业党委公益法律服务品牌，
由全区400多名律师组成， 分5个
片区， 为街道、 社区提供公益法
律服务， 已实现区域全覆盖。

“通过系列活动， 希望吸引
更多市民群众参与进来， 营造全
民尊法、 学法、 守法、 用法的浓
厚氛围。” 西城区司法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陈曦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作为北京唯一一个国家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单位，
朝阳区集聚了263家中医医疗机
构， 全区5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00%设置了中医科和中药房 ，
18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均开设中
医药服务； 先后建立了385个中
医传承工作室 （站）， 逐步打造
出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之路； 外
籍人士能通过朝阳国际中医健康
网， 获取多语种的中医药健康服
务……在朝阳区， 群众在 “家门
口” 就能享受优质中医药服务。

中医诊疗的 “国际范”

在朝阳区， 53家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全部设置了中医科和中药
房 。 在三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中医馆不仅给周边居民提供
了优质的中医药服务， 还设有涉
外诊室 ， 引来不少国际 “中医
粉”， 并因为充满 “国际范” 的
服务被外国友人争相点赞。

古色古香的中医馆内， 悬挂
着精致的中医通络图， 图上每一
条经络、 每一个穴位， 都有中英
文对照的详细讲解 。 “草药长
廊” 两侧错落有致地陈列着各色
中草药标本， 每个标本下还标注
着清晰的中英文说明， 详细介绍
药材的名称、 性味及疗效。

“三里屯地区国际化程度
高， 外籍人士多， 我们希望通过
周到细致的医疗服务， 让更多的
外籍人士感受到中医药文化魅
力。” 三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中心专门设
有双语标识、 外籍诊室， 医生团
队接受过专业培训， 可与就诊外
宾使用英语进行无障碍交流。 不
少外籍人士在这里体验中医、 了
解中医、 爱上中医。

三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
是朝阳区中医药国际服务基地试
点之一， 为了给区域内外籍人士
提供便捷、优质的中医药服务，推
动中医药国际化传播，今年，朝阳
区启动了中医药国际服务基地试
点，目前一共有7家试点单位。

18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均可享受中医药服务

作为北京唯一一个国家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单位，
朝阳区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

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和实践， 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新生态正在这
里形成。

目前， 朝阳区有860家医疗
卫生机构设置了中医科 （中西医
结合、 民族医科）， 集聚了263家
中医医疗机构 ， 占全市 19.6% ，
实现了中医药服务在该区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机构全覆盖， 188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全部开设中医药
服务， 百姓在 “家门口” 就能享
受优质中医药服务。

为了让中医药人才得到良性
循环， 基层中医药人才更好地成
长， 自2012年起， 朝阳区实施中
医药薪火传承人才培养工程， 鼓
励名中医下基层带徒弟， 开展朝
阳区中医专家传承工作室、 中药
特色技术传承基地和双语中医专
家工作站的建设， 加大对中医药
人才的培养， 让中医药技术薪火
相传。 截至目前， 朝阳区依托国
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
建设工作， 共建成各类中医传承
工作室（站）385个，培养学员600
余人，其中，建立两批双语中医专
家工作室，共有5位双语中医专家
带徒22名， 中医药多层次人才梯
队建设格局正逐渐形成。

中医医联体 “联起” 优
质诊疗

目前， 朝阳区按照区域特色
及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合作关
系， 建立了朝阳区北部、 中部 、
南部中医医联体， 分别以望京医
院、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 北京中医医院为牵头单位，
成员单位涵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及区属医院， 充分发挥三级医院
专业技术优势， 积极推进区属公

立医院、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及社
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提供高质量
中医药健康服务， 推进建设融预
防保健、 疾病治疗和康复、 养老
于一体的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
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 优
质的医疗服务。

此外， 在推动中医药传承与
创新方面， 朝阳区在双桥燕京中
药饮片厂建立 “燕京炮制技术传
承基地”， 传承京派中药饮片炮
制技术。 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共建
“数智中医药谷”， 推动中医药科
研和成果转化。 此外， 北京市第
一中西医结合医院大屯院区成为
“北京市传统中医药技能转化实
践基地”。

除了提供优质的中医药诊疗
服务外， 朝阳区还广泛开展 “治
未病” 科室建设。 朝阳区二级以
上公立中医医院全部设有 “治未
病” 科， 基层医疗机构积极推进
科室建设， 推出小儿中医全身调
理服务包 、 老年人中医 “治未
病” 服务包等特色服务。

未来 ， 朝阳区将继续围绕
“强基层、 强龙头、 强特色”， 建
立健全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体
系、 中西医协同发展机制和中医
药人才队伍建设。 进一步加快完
善中医药服务供给， 推进中医医
联体建设， 将优质中医资源进一
步下沉到居民身边。 广泛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 支持数字医疗方向
的行业领军企业参与到中医数字
化建设， 推动中医药与现代技术
的深度融合。 大力推动中医药国
际化传播， 培养中医药双语人才
队伍， 提升中医药国际化诊疗服
务能力， 拓展 “中医药康养+文
旅” 模式， 在开展中医诊疗服务
的同时推广中医药文化。

朝阳区实现中医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全覆盖

为进一步提升乘客出行体
验， 近日， 北京地铁运营一分公
司全面开展车站标识优化改造工
程， 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自今年起， 东四站单向换乘
改为双向换乘， 从而出现导向牌
设置分散、 视觉效果不佳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 北京地铁运营一
分公司调整、 改移、 更新车站既
有导向标志， 结合站型特点设置
连续式标志， 并在站厅、 站台等
关键位置增设灯箱及墙贴标志，
确保乘客在换乘过程中能够清
晰 、 准确地获取所需信息 。 目

前 ， 共优化更新吊挂灯箱标志
151个， 新增墙面金属标识70个，
各类墙贴、 地贴标识总面积达到
140平方米。

此外， 原车门编号标识为黄
黑色纯数字标识，字体较小，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 尤其是双温车厢
措施实施期间， 乘客难以及时分
辨车厢位置。 针对此类现象， 该
公司在站台门显著位置增设车门
编号标识， 并增加车厢编号和对
应车门编号， 确保乘客能够根据
自身需求选择合适的车厢乘坐。
现阶段， 该公司所有开通运营车

站均完成车门编号标识改造。
由于车站建设时间不同， 卫

生间标识的样式未做到统一， 因
此 “卫生间位置” 一直是乘客咨
询较多的问题。 为更加清晰地指
引卫生间位置， 该公司对既有卫
生间标识进行提升， 同时在站台
设置侧挑标识牌， 做到从远端至
近端的指引， 实现指引效果及美
观性均有提升。

目前， 6号线北海北站 、 郝
家府站已完成更新工作， 后续将
结合使用情况进一步推广至该公
司所辖其他车站。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戴明萱

红烧卤鸡腿、 虾仁冬瓜、 萝
卜粉丝汤……营养均衡的菜品，
整洁干净的环境， 让前来用餐的
老年人倍感温馨。近日，朝阳区劲
松街道老年助餐点又添新点位，
为老年人提供了一个便捷 、 健
康、 营养的用餐选择。

临近中午， 朝阳区劲松街道
养老服务中心老年助餐点前已是
人头攒动。 “我要一份清炒娃娃
菜” “梅菜扣肉给我来点” ……
老年人有序排队， 家住附近的居
民李叔叔说 ： “饭菜真是没得
说， 我和老伴每天都来， 是这里
的常客。”

“我们的每一道菜品都经过
精心挑选与烹饪， 由专业营养师
团队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与口
味偏好， 制定多种健康营养餐，
确保每一餐都能为老年人提供均
衡的营养， 每天更换菜单、 变换
口味 ， 不断丰富老年餐品类 。”
朝阳区劲松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负
责人、 北京龙振养老服务中心理

事长张玉介绍说。
考虑到在有助餐服务需求的

老年人中有一部分是高龄老人或
者行动不便人士， 工作人员还提
供送餐上门服务， 让他们在家中
就能享受到热腾腾的饭菜。 除此
之外， 助餐点还对外卖小哥和环
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给予特别关
怀， 他们可以享受到与老年人一
样的优惠。

朝阳区劲松街道民生保障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 ， 一直以
来， 劲松街道整合优质资源， 不
断完善助餐服务体系， 发展 “中
央厨房+社区老年食堂+社区老
年助餐点+送餐上门服务” 等综
合助餐模式，充分发挥社会单位、
志愿者等组织重要作用， 逐步构
建起一个覆盖广泛、 服务精准的
养老助餐网络。 同时以 “养老助
餐”为抓手，不断深化养老服务体
系建设，扩大社区养老服务范围，
努力让区域内老年人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北京地铁公司车站标识优化改造工程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西城区开展“宪法宣传周”系列活动

劲松街道老年助餐点又添新点位

群众“家门口”享优质中医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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