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7

月 8 日上午，山西中医药大学推拿

按摩协会实践队走进榆次区张庆

乡东贾村，开展了一场高效的“三

下乡”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此

次活动以精准的医疗服务和扎实

的专业素养，为乡村群众送去健

康，生动诠释了中医药服务基层的

使命担当。

今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山西中医药大学共派出 100

余支团队，推拿按摩协会实践队

是其中之一。本次志愿服务活动

得到了当地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从场地布置到村民引导，各方协

同配合，极大地提升了服务效率。

活动现场，山西中医药大学

推拿按摩协会实践队队员分工明

确、各司其职，展现出良好的专业

性和组织性。在室外服务点，队

员们凭借熟练的技能为村民把脉

问诊、测量血压，同时耐心解答关

于慢性病调理、夏季养生保健等

常见问题；室内则开设了艾灸、拔

罐、刮痧等特色中医理疗服务，凭

借传统疗法的独特优势，为村民

缓解颈肩腰腿痛等常见不适。整

个服务流程形成“诊疗+健康指

导”闭环模式，从问诊到治疗、再

到日常养护建议，全方位满足村

民的健康需求，展现出良好的专

业素养。队员们离开时，村民还

特意问，“明天还来不来”，对下次

活动充满期待。

山西中医药大学推拿按摩协

会会长张琴楠表示：“基层群众对

推拿理疗的需求十分迫切，我们希

望通过志愿服务活动，既能实实在

在帮大家缓解身体不适，又让更多

人了解科学的推拿养生知识。今

后，协会还会持续把这样的公益服

务延伸下去，为乡亲们的健康出

力。”队员代表侯瑾泓说：“本次志

愿服务活动不仅为村民解决了实

际健康需求，也让实践队队员在实

践中深化了对专业知识的理解，真

正践行了‘服务社会、奉献人民’的

‘三下乡’宗旨。”

山西中医药大学推拿按摩协会实践队“三下乡”走进榆次区张庆乡
东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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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凯鹏）

7月10日，晋中市博士大讲堂活

动走进灵石县委党校，邀请山

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艺术设计

学院教师李英伟，为晋中市城

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灵石县城

镇集体工业联合社的职工，以

及介休市、灵石县工艺美术行

业的 100 余名从业人员，带来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专题讲座。

此次讲座以《工艺美术品

创新设计》为主题，李英伟凭借

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

经验，为在场听众深入剖析了

工艺美术品创新设计的关键要

点。在讲解工艺美术创新设计

技能时，李英伟着重强调了三

个方面：一是工艺美术产品需

具备触动人心、改善生活以及

顺应商业趋势的特质。一件

优秀的工艺美术品，不应仅仅

是视觉上的享受，更应能引发

情感共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为生活增添便利与美好，

同 时 契 合 市 场 的 商 业 需 求 。

二是具有时代精神的品牌工

艺美术品创新性设计表现至

关重要。在当今时代，工艺美

术品应紧跟时代步伐、融入时

代元素，展现出独特的时代魅

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脱颖而出。三是从事工艺美

术技能的人员，在坚守传统工

艺精髓的基础上，要结合现代

人的审美需求进行创作，打造

出更适应社会发展的精美作

品。传统工艺是根基，而现代

审美是引领其走向更广阔市场

的桥梁。

这 场 讲 座 犹 如 一 场 及 时

雨，为现场从事工艺美术的从

业人员开阔了眼界、转变了观

念，引导他们以全新的视角重

新审视传统工艺，为传统工艺

的转型发展探寻新的路径。聆

听讲座的工艺美术行业从业人

员纷纷表示收获颇丰、感触良

多。大家一致认为，好的作品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必须深入

了解市场需求、顺应发展趋势，

否则即便创意再出色，也难被

大众所接受。通过这次学习，

大家在今后的创作中有了更清

晰的标尺，明确了努力的方向。

工艺美术创新设计点亮传统技艺新光芒 本报讯 （记者 王爱媛） 日前，记者走

进昔阳县孔氏乡孔氏村，一片片绿意盎然的菜

园里，黄瓜、西红柿、豆角等蔬菜长势喜人，这

是孔氏村今年新打造的共享菜园。整齐划一

的地块被划分成一个个小菜园，每个菜园都插

着专属的标识牌。

今年以来，昔阳县孔氏乡以有机旱作廊带

为轴，铺开乡村振兴新图景，打造共享菜园，将

传统农耕智慧融入现代生态理念，拓宽村民增

收路，让田园诗意照进都市生活，激活乡村振

兴新动能。

“这块是我的专属菜园，种了黄瓜、西红柿、

土豆等蔬菜，平时吃不了的菜可以通过共享菜

园卖出去，增加了收入。”孔氏村村民张蝉小说。

今年以来，孔氏村立足村情实际，坚持党

建共治发展理念，以“党建红”引领“生态绿”，

将传统菜园打造为“共享菜园”，让群众腰包

“鼓”起来、人居环境“靓”起来，这种经济实惠

的绿化模式，为村集体增收注入了新动能，实

现了孔氏村颜值与产值双提升。在建设中，菜

园还配套修建了水泥彩虹路，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体验农家采摘，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

孔氏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郭卫云

表示：“下一步，我们计划开发更多特色农业

体验项目，如亲子农耕活动、蔬菜采摘园、菜园小火锅

等，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让共享菜园成为孔氏村乡村振

兴的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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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闫淑娟 李娟） 近

日，晋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与长治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通力配合，完成我市首例

“远程异地评标+双盲”评审工作，标志着

我市公共资源交易评标跨区域协作取得

新突破，有效促进跨区域优质专家资源互

用共享。

近年来，晋中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持

续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全面

升级全流程电子化交易能力，推进实施公

共资源交易信息全过程公开。目前，已与

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多个省区联通电子

交易系统，建立远程异地评标合作协议，

远程异地评标实现了由市内向省际发展，

实现省际联通，将远程异地评标不断推向

纵深。

本次跨地市合作采用“远程异地评

标+双盲”创新模式，以晋中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作为评标主场，长治市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作为评标副场，评标专家全部按照

相关规定“盲抽”，投标文件技术部分采用

“盲评”形式，实现了招标人、投标人和评标

专家的“三方隔离”，以保障评标活动独立

客观，有效破解“熟人圈子”顽疾，提高评标

质效。评标全流程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系统，实现异地同步评审、在线打分、远程

签章，评标现场通过电子监控实时直播，整

个评标过程安全高效，可溯可查。

此次在全省率先开展“远程异地+双

盲评审”评审实践，是晋中市公共资源交易

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迈向数字化发展新

阶段的重要标志，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市场公平竞争提供了坚实支撑。该中心

将继续深化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转型，探

索更多创新服务模式，为市场主体提供更

加高效、透明、公正的交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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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志愿者为村民推拿按摩 通讯员 侯瑾泓 摄

健康服务送上门 乡村群众乐呵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