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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旭敏）为帮助
社区内的老年人掌握智能手机的基
本操作和应用，更好地融入现代社
会，近日，集宁区前进路街道华府社
区开展“跨越数字鸿沟，青春暖阳行
动”——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培训
志愿服务活动，为老年群体送去贴
心的数字服务。

活动采用讲解与实操相结合的
教学模式，志愿者们从屏幕解锁、图
标识别、音量调节等基础操作讲起。
针对老年人实际需求，志愿者重点围
绕微信使用展开教学，详细演示添加
好友、面对面建群、语音视频等功
能。同时，志愿者们结合近期社区工
作中老年人高频需求，开展“养老保
险待遇认证”专项教学，切实解决老
年人生活中的实际难题。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志愿者
们主动上门服务。在居民家中，志愿
者根据老人身体状况与接受能力灵
活调整教学节奏，为视力不佳的老人
放大手机字体、用通俗语言耐心讲
解；对记忆力较弱的老人反复强调关
键步骤。“经过志愿者手把手教学，我
终于能和孙子视频聊天了，还学会了
交水电费，真是太方便了！”参与活动
的李秀春笑容满面地说。

华府社区工作人员表示，此次
活动不仅让老年人收获了数字生活
技能，还传递出社区“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的服务理念。未来，社区将
继续关注老年人的需求，开展更多
有针对性、实用性的活动，丰富老人
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让智能技术成
为提升老年生活品质的“助推器”。

“慢慢来，我教您”：
华府社区“适老服务”传递温情

●孩子们享受愉快的假期时光 本报记者 李梦娜 摄

卓资县村民点赞：
这样的“健康团队”请多来几趟！

本报讯（记者 马佳敏）5月27日
上午，卓资县红十字会联合县中蒙
医院、北京朝阳区左家庄卫生院，在
马盖图卫生院开展“博爱送健康”义
诊活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享受
到了免费的医疗服务和健康咨询。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村民提供
血压测量、血糖检测、中医问诊等服
务。每位前来就诊的村民都能得到专
业的健康指导和治疗建议。“医生讲得
很清楚，让我知道了平时要注意什
么。”一位刚做完检查的市民说。

除了医疗服务，红十字会志愿
者还通过展板展示、发放资料等方
式，向村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在
急救技能培训区，志愿者现场演示
心肺复苏和伤口包扎的正确方法，
并指导村民进行实际操作练习。“原

来急救有这么多讲究，今天学到了
真本事。”参与培训的李先生表示。

活动中，主办方还为村民免费
发放了由北京同仁堂捐赠的常用药
品。这些药品主要针对农村常见
病、多发病，受到村民的欢迎。

卓资县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此次活动是“红十字博爱宣传
周”的重要内容。未来将继续联合
医疗机构开展类似活动，把优质医
疗资源送到更多偏远乡村，同时加
强应急救护培训，让更多群众掌握
基本的急救技能。

据了解，此次义诊活动共发放
健康宣传资料500余份，活动不仅为
村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医疗服务，
也传播了“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
字精神。

●●医护人员逐一解答居民咨询的健康问题医护人员逐一解答居民咨询的健康问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马佳敏马佳敏 摄摄

□本报记者 李梦娜

端午节假日期间，中心城区各儿童
游乐场与电玩城热度飙升，成为众多家
庭欢度佳节的首选之地。记者实地走访
了多家儿童游乐场与电玩城，所到之处
皆是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交织，不少家长
抓住假期契机，带着孩子前往娱乐放松，
共享亲子时光。

走进位于集宁区的一家亲子乐园，
宛如踏入欢乐的童话世界。五颜六色的
游乐设施错落分布，孩子们欢快地穿梭
嬉戏。滑梯上，小朋友们一个接一个飞
滑而下；攀岩墙前，孩子们勇敢地向上攀
爬，努力挑战自我极限；蹦床城堡更是化
作欢乐海洋，孩子们在其中蹦跳欢闹，尽
情释放童真。

电玩城同样人气爆棚。踏入任意一
家电玩城，都能看到绚丽多彩的游戏机
灯光闪烁，欢快的音效此起彼伏。投篮
机前，孩子们奋力投掷，一旁的家长加油
助威；赛车游戏区，几个小伙伴并肩而
坐，紧握方向盘，眼神专注，仿佛置身真
实赛道，畅享速度与激情；抓娃娃机前更

是围满了人，无论大人小孩，都紧盯机内
玩偶，小心翼翼操控摇杆，试图将心仪玩
偶收入囊中。

一位刚玩完射击游戏的小学生兴奋
地说：“一放假就盼着爸爸妈妈带我来电
玩城玩，这次我特别开心！”孩子的妈妈
张倩笑着表示：“节假日带孩子出来放松
一下，还能增进亲子感情。看到孩子玩
得这么高兴，我也特别开心。”家长徐燕
也感慨地说：“节假日和孩子一起出来
玩，不仅孩子开心，我们也能暂时放下生
活压力，感觉自己又回到了童年。”

电玩城的工作人员也忙得不可开
交，他们分工负责不同区域的机器，在人
群中来回穿梭，耐心解答客人的各种疑
问。一位工作人员一边往机器中补充奖
品，一边介绍：“节假日期间，顾客数量比
平时翻了好几倍，从早到晚客人一直很
多，机器里的奖品隔一会儿就得补充一
次。”

据悉，为迎接节假日客流高峰，许多
游乐场所提前作好准备，不仅延长营业
时间，还推出各类优惠套餐与活动，以此
吸引更多顾客。

□本报记者 李梦娜 陶蓉 郝建国

在凉城县蒙靴固邦鞋服有限公司
的车间里，伴随着缝纫机的“哒哒哒”
声，一块块皮革经过裁剪、缝制、定型等
工序，变成了一双双精美的蒙古靴销往
全国各地。作为乌兰察布市非遗制靴
代表性传承人，王建俊在车间内往来穿
梭，确保每一道工序都符合生产要求。

“从一门技艺到一个产业，转化的过程
并不容易。”王建俊坦言。

根植传统
从热爱到文化使命

早年，在做皮匠的父辈影响下，王建
俊对做靴子的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被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美学价值
深深吸引。“刚开始从最基础的制鞋工序
学起，裁剪、缝合、制作鞋底，每天重复做
这些动作，手掌磨出血泡是常有的事。”
王建俊回忆道。凭借着热爱与执着，他
迅速掌握了制作蒙靴的全套技艺。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传统蒙古靴
因手工制作繁琐、成本高昂、缺乏市
场关注等原因面临危机。“蒙古靴作
为蒙古族服饰的组成部分，它不仅
融合了诸多民族手工技艺和智慧，
也是蒙古族古老文化的缩影。蒙古
靴的演变见证了蒙古族服饰发展历
史，对维系蒙古族传统服饰文化具
有重要的意义，保护这门手工技艺就
显得尤为重要。”王建俊表示。面对传
统蒙古靴发展的瓶颈，王建俊萌生了
自主创业、产品创新的想法。

深耕技艺研究
创新与坚守的双重探索

“在创业初期，我们遇到的最大困

难是民族特色靴子市场认知度低。非
遗产品往往被贴上‘老古董’‘过时’的
标签，资金短缺、供应链不稳定、市场推
广难等问题接踵而至。最艰难时，我曾
抵押房产维持运营，团队也曾因看不到
希望而动摇。但我始终相信，手工制靴
的非遗价值不该被埋没。”说起创业过
程，起步的艰难王建俊仍历历在目。

为了让传统技艺更好地适应时代
发展，王建俊开始对蒙古靴制作技艺进
行创新。他多次深入非遗制靴发源地
向老匠人交流制靴技巧，记录即将濒临
失传的技艺，并尝试将传统刺绣应用在
靴面上，将蒙古族纹样和现代元素相融
合。“传统技艺不能故步自封，只有与现
代科技结合，才能找到新的生命力。”王
建俊表示。

寻找
手艺传承人 一针一线织就传承路：王建俊让更多人爱上蒙古靴

拓展传播渠道
让草原非遗走向世界

随 着 互 联 网 的 发
展，王建俊敏锐捕捉到
网 络 销 售 的 巨 大 潜
力。他充分利用短视
频平台展示传统蒙古
靴精湛的制作工艺，在
直播中与观众实时互
动，详细介绍每双靴子
的文化内涵与独特设

计；同时积极参与各类
非遗展会，让原本鲜为人

知的传统蒙古靴走进大众
视野。从最初的无人问津，到

收获第一批订单，再到如今供
不应求，王建俊用互联网思维为传

统手工艺品打开了新的市场大门，让
古老的蒙古靴焕发出新的生机。

现如今，凉城县蒙靴固邦鞋服有限
公司成功打开了市场，“海日太”品牌也
小有名气。现在公司不仅生产定制蒙
靴，同时还配套生产民族服装、旅游纪念
品、皮画、挂件、皮腰带、童靴以及学生表
演鞋服等。其中，传统手工皮靴制作技
艺已被列入乌兰察布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成为当地文化的一大亮点。

“非遗传承，既需要匠人‘择一事终
一生’的执着坚守，也离不开与时俱进的
创新智慧。”王建俊面带笑容，坚定地说
道：“非遗不只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瑰
宝，更是启迪未来的灵感宝库。我们计
划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力度，从设计、工艺
到功能全方位升级，让民族传统产品在
新时代绽放光彩。”他轻抚着手中的蒙古
靴，补充道：“这一针一线里，藏着草原千
年的故事与文化。我们要让全世界都看
见，中国非遗不仅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更
有着蓬勃不息的生命力。”

●●王建俊做最后一道制靴工序给蒙靴擦油王建俊做最后一道制靴工序给蒙靴擦油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制作好的童靴制作好的童靴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鲍娜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宠物饲养
普及，猫抓狗咬等动物伤害事件逐
渐增多。作为致死率极高的传染
病，狂犬病的预防与规范处置越来
越成为公众关注焦点。近日，集宁
区市民李虹霞被自家饲养的小猫咬
伤后，因“宠物已接种疫苗”而犹豫
是否需要接种狂犬疫苗的经历，引
发不少宠物主人共鸣。对此，集宁
区桥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免负责
人王爱香结合专业知识进行了详细
科普。

●狂犬病毒威胁：即便宠物接种疫
苗仍需警惕

“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
起的动物源性传染病，一旦发病，死
亡率几乎 100%。”王爱香介绍，我国
狂犬病主要传染源为病犬，猫、狼、狐
狸等食肉动物及蝙蝠均可能携带病
毒。即便宠物猫、宠物狗定期接种疫
苗，仍可能因个体免疫差异、病毒潜
伏等因素成为潜在传染源。“宠物疫
苗的保护率并非100%，且病毒可能
通过唾液等途径传播，因此被咬伤、
抓伤后绝不能掉以轻心。”

●规范处置流程：“一冲二洗三消
毒”+分级接种

针对被动物抓咬后的应急处
理，王爱香强调严格遵循“一冲二洗
三消毒”原则：

1.冲洗伤口：用肥皂水或弱碱性
清洗剂与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至
少15分钟，确保彻底清除污染物；

2.需生理盐水清洁：用生理盐水

冲洗残留清洗剂，避免刺激伤口；
3.消毒处理：使用碘伏等皮肤黏

膜消毒剂对伤口进行消毒。
完成伤口处理后，须尽快前往

狂犬疫苗接种门诊。王爱香介绍，
暴露级别分为三级：

1.一级暴露（接触动物、完好皮
肤被舔舐）：无须特殊处理；

2.二级暴露（裸露皮肤轻咬、无
出血抓伤/擦伤）：需处理伤口并接
种狂犬疫苗；

3.三级暴露（贯穿性咬伤/抓伤、
破损皮肤被舔舐、黏膜污染）：除上
述措施外，需在伤口周围注射狂犬
病被动免疫制剂。

以李虹霞为例，其被咬伤虽未
出血，但属于二级暴露，仍需按程
序接种狂犬疫苗以降低感染风
险。目前，集宁区设有两家狂犬疫
苗接种门诊，分别位于乌兰大街新
特新药房二楼和工农大街中蒙医
院。门诊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及充
足疫苗储备，可提供24小时伤口处
理、疫苗接种及后续健康指导服
务。王爱香提醒：“狂犬疫苗接种
需遵循‘尽早、全程、规范’原则，首
次接种应在暴露后24小时内完成，
切勿拖延。”

●预防双重防线：定期给宠物免疫+
文明互动

除暴露后处置外，王爱香建议
宠物主人定期为动物接种狂犬疫
苗，从源头降低病毒传播风险。同
时，与宠物互动时应避免激惹行为，
尤其需教育儿童不要随意逗弄、拍
打动物，减少意外抓咬发生。“预防
狂犬病需要‘人宠共防’，科学处置
与日常防护缺一不可。”

小贴士

别因“宠物已打疫苗”心存侥幸！
被抓咬后该这样做

本报讯（记者 鲍娜）5 月 28 日，集宁
区司法局联合新华街街道顺河社区开展

“送法进社区”宣传活动，通过互动游戏和
案例讲解，向居民普及《民法典》知识。

活动设置了法律知识问答和“法律知
识套圈圈”游戏。工作人员提出与生活相
关的问题，如“子女不赡养父母违反哪条

法律”，居民们踊跃抢答。随后，工
作人员结合真实案例，详细解释
《民法典》中关于赡养义务的规

定，强调子女需在物质和精神
上照顾老人。

在套圈游戏中，居民须回
答法律问题才能参与。一位
居民答对“商品交付前风险由
商家承担”后，成功赢得奖
品，并表示这种形式既有趣

又易懂，会与家人分享学到的
知识。

活动现场还发放了《民法
典》宣传手册，内容以案例和通
俗语言解读常见法律问题。工

作人员耐心解答居民疑问，帮助大
家理解条款。不少居民表示，手册
实用性强，会带回家仔细阅读。

集宁区司法局普法工作人员表示，此
次活动通过轻松的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增
强了居民学法用法的意识。下一步将继续
创新普法方式，推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顺河社区的“法律课堂”开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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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知识+就业机会！
这场座谈会为女性“充电”

本报讯（实习记者 杜林檐）5月29
日，乌兰察布市振兴职业培训学校联合
泉山街道各社区，开展科学育儿知识
座谈会，为适龄女性和社区居民解读
育婴师行业，为他们拓宽就业渠道。

活动现场，来自呼和浩特市金华
英职业培训学校、拥有9年从业经验
的养老护理高级讲师银建英，系统讲
解了育婴师的工作内容、技能要求与
职业发展路径。她提到，随着生活水
平提升，家庭对专业育儿服务需求激
增，育婴师已成为需持证上岗的规范
职业，行业门槛正逐步提高。

在技能提升环节，银建英详细讲
解科学喂养技巧，包括母乳喂养方
法、配方奶选择要点、辅食添加方案；
同时深入介绍婴幼儿早期发育规律、
常见疾病预防措施、亲子互动游戏设
计，以及职业沟通与服务规范，帮助

居民全面掌握育婴师岗位所需技能。
“育儿观念更新和生育政策调整，

让母婴护理行业人才需求持续增长，
从业者不仅职业选择多样，薪资待遇
也更有保障。”银建英表示，在政策扶
持与市场需求双驱动下，育婴师职业
发展前景广阔。满达社区居民小孟在
会后表示：“这样的活动太实用了，既
学到了育儿知识，还看到了就业希望，
多一份收入，生活也更有盼头。”

振兴职业培训学校校长李聪慧
介绍，本次活动不仅普及科学育儿理
念，更希望为待业女性提供新的职业
方向。未来，学校计划推出公益育婴
师培训课程，涵盖理论教学、职业资
格考证辅导和月子会所实习，通过系
统化培养，为市场输送专业育婴服务
人才，满足家庭对高品质育儿服务的
需求。

城事城事

●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宣传手册
本报记者 鲍娜 摄

普法宣传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