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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5日电 1月24日，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应拉共体轮值主席国阿根廷总统费尔

南德斯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峰会

作视频致辞。

习近平指出，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是

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球

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拉共体已

经成为全球南南合作不可或缺的推动

力量，为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推进区域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支持拉美

和加勒比地区一体化进程，高度重视

发展同拉共体关系，将拉共体视为巩

固发展中国家团结、推动南南合作的

重要伙伴。正是本着这样的初心，中

方同拉方一道，不断加强中拉论坛建

设，推动中拉关系进入平等、互利、创

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越来越多的

地区国家同中国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支持并参与全球发展倡

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同中方携手构建

中拉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进入新的

动荡变革期，只有加强团结合作才能

共迎挑战、共克时艰。中方愿同拉美

和加勒比国家继续守望相助、携手共

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世界和

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习近平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第七届峰会作视频致辞

1 月 24 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应拉共体轮值主席国阿根廷

总统费尔南德斯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峰会作视频致辞。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1 月 24 日，小涵、小阳收到了一份特殊

的新年礼物：九江市 柴 桑 区 巾 帼 志 愿 服

务 联 合 会 的 志 愿 者 李 春 兰 ，带 着 他 们 姐

弟 俩 来 到 柴 桑 区 文 化 艺 术中心，看名家

书画展。

遒劲灵动的书画作品、细致精美的陶

瓷作品、琳琅满目的陨石艺术品，让两个

孩子目不暇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

无涯苦作舟。’这个我在课堂上学过！”小

涵 眼 里 亮 晶 晶 的 ，高 兴 地 摇 晃 李 春 兰 的

手 ，用 童 真 的 语 言 讲 述 着 自 己 掌 握 的 知

识，样子自信又可爱。小阳也不甘示弱，

你一言我一语，十分欢乐。

小涵今年 11 岁，小阳 9 岁，家中仅有

一位 77 岁高龄的奶奶，属于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为了让孩子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李

春兰等志愿者对他们进行结对帮扶，帮助

申请相关政策福利，开展爱心陪伴、心理

辅导和学习指导，让他们健康成长。

春节来临，柴桑区巾帼志愿服务联合

会开展“新春暖童 共护未来”志愿服务活

动。志愿者们利用假期，入户走访结对帮

扶儿童，并送上新年礼物，鼓励引导孩子

们树立新年目标，带领孩子们走出家门开

阔眼界，确保他们度过欢乐祥和的春节和

健康安全的寒假。目前，该联合会已为 70
余名儿童送去新春温暖。

“对孩子来说，融入社会生活非常重

要。我们和孩子们一起过年，不仅要让他

们感受到浓浓的年味，还要让他们感受到

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看着小涵、小阳

开心的模样，李春兰露出欣慰的笑容。

“妈，您多喝点排骨玉米汤，补补身体……”

1 月 21 日，丰盛的年夜饭做好，广昌县水南圩

乡张杨村村民黄蓉生与60多岁的母亲、读初中

的儿女团团圆圆过新年。吃年夜饭、放烟花、

看春晚，黄蓉生此刻幸福感满满。

春节期间，黄蓉生忙着和儿女打扫房间、

买菜做饭招待亲友、走亲访友拜年……虽然

很忙，他却很高兴。回顾刚刚过去的 2022 年，

44 岁的黄蓉生感慨良多。这一年，他通过 20
余亩水稻制种，加上在村办公司务工收入和

集体分红，年收入达 10 万元。

七八年前，黄蓉生因父亲患病致贫，成了

村里的贫困户。他本想外出工作，但放心不

下身患重病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女。在村里党

员干部的帮扶下，他开始学习水稻制种技术，

发展水稻制种产业，几年前成功脱贫，还住进

了小洋楼。看着眼前的家人，他很满意：“能

陪在家人身边，是我最大的心愿。”

脱贫致富后的黄蓉生，带动村民一起参

与水稻制种。去年，他还主动担任网格员，帮

助邻里解决困难。

爱心陪伴
本报全媒体记者 周亚婧

“能陪在家人身边，是我最大的心愿”
曾恒贵 谢龙龙

泡 上 一 杯 中 药 茶 饮 ，做 一 套 中 医 养

生 操 ，樟 树 市 洋 湖 乡 武 林 村 村 民 周 美 珠

已是微微出汗。“乡中医馆让我学到了不

少 健 康 养 生 知 识 。”春 节 期 间 ，周 美 珠 每

天喝中药茶饮，做有氧运动，过起了健康

养生年。

樟树 市 是“ 中 国 药 都 ”，近 年 来 持 续

推 进 中 医 诊 疗 服 务 下 基 层 ，在 全 市 所 有

乡镇（街道）卫生院开设中医馆，让老百姓

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中医养生保健和诊

疗服务。

“中医 馆 推 出 了 提 高 免 疫 力 的 中 药

方剂、茶饮等，推广热敏灸等中医药特色

诊疗技术，提供拔罐、刮痧、针灸、艾灸等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该市卫健委主任王

群兰说，各乡镇中医馆将中医治未病、中

医 养 生 保 健 、中 医 药 特 色 康 养 等 融 入 基

层群众生活。

药食同源，医膳同功。樟树药膳按照

制品可分为药菜、药点、药茶、药酒等 200
余个品种，逐渐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养生

美食，其中“樟树药都药膳制作工艺”被列

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在推动中医服务下基层的同时，樟树

市规划建设了“樟帮中医药一条街”，挂牌

成立“中国药都·樟树明医传承工作站”，

采取共享信息、共享人才、共享技术、共享

产品的合作模式，邀请全国各地名中医常

态化来樟树开展诊疗、教学等活动，擦亮

“看中医到樟树”品牌。

健康养生过大年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邹海斌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陈璋）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养老工作，围绕

全面建设“幸福江西”，大力推进“养老点位”建设，实

现量质双升，不断满足广大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截至去年底，我省已建成街道层面养老机构 278
个、社区养老机构和站点 3863 个、城市老年助餐点 966
个、家庭养老床位 5300 张，对 3 万余户特殊困难老年

人家庭进行居家适老化改造，492.2 万老年人享受意外

伤害保险、老年人福利补贴政策。在农村，积极构建

县乡村三级衔接、延伸至家庭的农村养老服务网络，

100 个县（市、区）建成县级集中照护中心，惠及 1.3 万

余名特困失能、半失能人员；3.7 万名特困人员在乡镇

敬老院集中供养，86%的行政村建成农村互助养老服

务设施，14.4 万余名农村党员干部就近就便、常态化

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探视巡访、上门服务。

我省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带来的新变

化以及高龄化、失能化、“未富先老”等新特征，实施养

老服务提质升级三年行动，全方位优化养老服务供

给，不断健全完善具有江西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

——继续发展基本养老服务。完善兜底性养老

服务制度，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长期照护需求，不

断提升特困失能和失智人员集中照护水平。加强基

本养老服务与长期护理保险、基本养老保险、低保、特

困供养、临时救助等制度的衔接。

——优化城乡养老服务供给。加快构建街道、社

区、小区并向家庭延伸的城市养老服务网络，着力打

造“家门口”的养老院，发展“送上门”的养老服务。今

年重点支持 30 家市县福利院提升失能失智护理能力、

建设失智照护楼（照护单元），新增 50 家社区嵌入式养

老院、600 个老年助餐点、1.3 万张以上家庭养老床位，

完成 1.2 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

护理型床位占比达 56%以上。

——推进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坚持以事

业带产业，全面放开养老市场，优化养老服务营商环

境，加大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做大做强本

土养老品牌，调动更多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投入养老

服务。

——强化养老服务要素保障。重点解决好设施、

资金、医疗等问题，不断增加设施供给，按照完整居住

社区建设的要求，完善落实在建、规划住宅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政策措

施。树立“让床位跟着老人走”的理念，科学合理确定项目选址、布局、规

模以及适老化设计，更好实现基本养老有保障、普惠养老有供给、个性化

养老有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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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 ，

在 高 安 市 博 物

馆 ，游 客 正 在 元

青 花 展 厅 内 参

观。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文兵摄

1 月 24 日，在南昌市青山湖区龙湖天街商场中庭，祥狮闹春表演

吸引了众多游人驻足观赏。 本报全媒体记者 田 野摄

1 月 25 日，大年初四，铅山县河口浮桥上人头攒动，人们纷纷趁晴

好天气游浮桥，爬狮山，健身过大年。 本报全媒体记者 宗 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