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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清

隆冬时节，走进西青区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暖意扑面而来。7个办事窗口，7位专员
值守，7天预约服务，法律援助、法律咨询、公
证办理、人民调解、心理咨询……困扰群众
的法律难题在这里就能找到“出口”。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这让全市法律服务工
作者更加明确了努力方向：构建覆盖全业务
全时空的法律服务网络，推进公共法律服务
均衡发展。
“就业合同怎么写？”“养老保险怎么

办？”法援窗口前，59岁的老秦和当天值班的
汪连静正聊得热络。一个是外来务工人员，
一个是西青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两人是
“老熟人”，最初的缘分来自一根“温暖”的热
线——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别看老秦现在有说有笑，就在1年多前，
他还天天“闷闷不乐”。“工地摸爬滚打十来
年，一次意外摔伤，弄丢了饭碗，脚落了残
疾，最气人的是施工单位还不认账”，走投无
路时，老秦拨通了12348求助。

按照属地管辖原则，热线工作人员将老
秦的诉求转至西青区法律援助中心。劳动

仲裁、两审诉讼……汪连静带着法援人员忙
前跑后，历时1年3个月，帮老秦追讨回各项
费用共计24万余元。“汪主任他们是咱老秦
的亲人！”从此，西青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成
了老秦经常“光顾”的地儿，有事问问“亲
人”，没事看看大家。

1个区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2 个街
镇公共法律服务站，261 个村居法律服务
室……西青区正在全力打造“1公里”法律服
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高效的公共
法律服务，其实，西青区公共法律服务建设
只是全市的一个缩影。
“推动实体、热线、网络平台深度融合，

实现群众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在三大平台
和法律服务机构间有效流转……”市司法局
法服一处处长米晓峰告诉记者，依据天津市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到2025年，全
市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将基本实现全面覆盖、
互联互通，“一端发起、三台响应”的三台融
合建设目标，人民群众的公共法律服务需求
得到更好满足。

紧邻汪连静值守的法援窗口，是法律咨
询窗口，来自天津富永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月
一正面对面接待群众。“一上午，现场咨询7
位，视频咨询2位。”干律师12年，李月一始终
热衷公益法律服务，她曾被司法部评为全国
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李月一还有一个身
份，就是村（居）法律顾问。

西青区下辖的郭村、王姑娘村、大倪庄
村、小卷子村是李月一经常“顾问”的村，手
机号码对全体村民公开。提供法律咨询，开
展法治宣传，参与人民调解……大到房屋拆
迁、土地纠纷，小到家长里短、邻里矛盾，村
民们都愿意找李月一唠唠。

“村（居）法律顾问工作是公共法律服务
体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行政工作向
基层延伸，服务人民群众的重要载体。”2015
年起，这项工作在全市刚一推行，李月一就
加入进来，一干就是7年。

因为常年活跃在村居，对于群众头脑中
法治观念的变化，李月一有着切切实实的感
受：“刚下村头两年，我们主动上门提供服
务，很多村民不乐意要；这些年，村民法治意
识强了，积极主动需求服务，咨询事项也拓
宽到经济发展领域。”

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设法治社会，
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
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前提就要把法
律的温暖送到每一位群众的心坎上。
“然而，天津市的法律服务资源供给并

不均衡，怎么破？”
我市执业律师主要集中在和平、南开、

河西等经济较好地区，宁河、蓟州等偏远涉
农地区，村（居）法律顾问数量一度难以满
足要求。为破解难题，市司法局牵头，从律
师资源丰富的区选派律师对口支援偏远涉
农区，有效缓解了法律服务资源分布不均
的问题。
“目前，全市已有近2000名像李月一一

样的律师参与到村（居）法律顾问工作中来，
全市 5000 余个村（居）实现法律顾问全覆
盖。”市司法局律师处处长商增杰接受采访
时如是说。

如果说，影响法律资源供给不均衡的空
间问题解决了，那么，时间问题又该怎么破？
“受时间或新冠疫情影响，村（居）法律

顾问一时到不了位，但村民的法律诉求一样
不会耽搁。”最近，蓟州区西虎峪镇的村民李
强没出镇司法所，就实现了和市公共法律服

务中心值班律师“面对面”的咨询。
这次法律咨询的实现，得益于设在西虎

峪镇司法所的一台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设
备。该设备功能强大，集法律机构查询、视频
连线咨询、文书模板下载等于一体，操作却极
为简单，只需根据提示，“点一点”就能搞定。

类似这样的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设
备，市司法局共部署了80余台，安装在法律
服务资源不足的偏远涉农区。
“让公共法律服务成为‘随时随地随身’

的服务”——这在曾经的李强眼中，多少有些
“美好愿景”的成分。如今，李强深信，愿景多
美好，现实就多美好。

我市司法行政机关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

便民服务“窗”开在家门口

西青区法援中心主任汪连静在窗口面对

面接待群众来访。

图片由西青区司法局提供

法治天津 人民至上

有人说，铭记在人们心中的法治，才是真

正牢不可破的法治。在法治天津建设的轨道

上，“人民”二字始终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走进西青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看得见

的服务和看不见的服务都在“温暖”着群众的

心。法律援助、法律咨询、公证办理、人民调

解、心理咨询等7个窗口业务有序开展，“电

话预约”“视频咨询”“快速通道”“上门服务”

便民举措越做越实。

老秦说，汪连静这些基层法律服务工作

者有热情、有责任心，让群众很暖心；汪连静

则说，老秦脸上的笑容才体现他们从事这份

职业的最高价值和最大幸福。

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而

公共法律服务正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

服务性和保障性工作。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

务体系建设，促进公共法律服务均衡发展，我

们就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领域、多

样化、高品质法律服务需求，让人民群众共享

服务成果。

■ 新华社记者 白佳丽 许健

清晨，常虹忙碌的身影便出现在了企业
的制剂车间里。接下来的十多个小时里，她
将与同班组的20多名员工默契配合，开足马
力生产新冠感染者居家治疗常用药——清
咽滴丸。

常虹是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中药厂的一名一线工人，为了应对当前
快速增加的市民用药需求，她与同事们已连
续坚守了近1个月的时间。
“24小时满产的生产线，让我们有信心

尽快把放心药交到百姓手中。”常虹说。
这些天，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制造官张宇也十分忙碌。“面对新冠疫
情和流感叠加，药品供应是重中之重。”张宇
说，从12月初开始，公司一边梳理药材储备
等情况，一边抓紧组织所属生产企业排产。

津药达仁堂尤其着力加大清咽滴丸、藿
香正气软胶囊、精制银翘解毒片等抗疫保供
产品的产量。“通过骨干人员进驻厂区，实行
闭环生产等方式，12月以来我们的日产量达
到去年同期的150%，有效缓解了市民用药压
力。”张宇说。

这些天，津药达仁堂的员工们又接到了
一项新的任务——分装配送健康防疫包，并
由政府免费发放给天津市部分困难群体及
65岁以上老年人中的重点人群，解大家的燃
眉之急。
“我们发出‘召集令’的当晚，就有100多

名干部职工主动报名，通宵达旦地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了15万份‘健康包’的赶制任务。”
张宇告诉记者，如今，两批次共20万份“健康
包”已全部配送完毕，第三批正在分装中。

除了药品，天津正在加力施策，全力以
赴保障其他防疫物资的供应。

作为京津地区防疫物资保供企业，每
天，都会有数百万只口罩从纳通医用防护器
材（天津）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下线，从天津
运往全国多地的医院和药店。
“口罩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为

口罩生产‘保驾护航’。”已在口罩生产一线
工作了近3年的班组长边会明，最近每天都
在灯火通明的车间中协调着人力，备好充足
的物料，保障生产线平稳有序。

在边会明的身后，纳通6个十万级洁净
车间已经全部投入使用，116条生产线24小
时开足马力。
“我们近期明显感受到了各地对医用

N95口罩等的需求量增加，因此公司正在想
尽办法拉升产能。”公司生产高级总监李文
阳告诉记者。

为了补充足够的人力，在天津港保税区
人社部门的对接下，目前已有上百名京津周
边地区的工人陆续来到纳通，经过培训后快
速投入生产一线。“公司现在的生产工人已
经达到2000多名，是企业2022年来的用工高
峰，为产能提升打下了基础。”李文阳说。

更令他欣慰的是原材料的充足供应，以
及物流的恢复。“上下游的畅通，让我们的口
罩能够更快运往全国。”李文阳说，目前，在天
津本地的熔喷布、无纺布及包材企业的共同
发力下，公司生产的物料供给已经备足。随
着物流的正常运转，生产的口罩也已经实现
当天送达北京、天津两地的配送点位。

这些天，天津市各个药店、医院中的防
疫物资正在逐渐上架，缺口正在进一步补
足。据天津市有关部门介绍，天津将及时提
示医药经营企业根据天津疫情形势，快速响
应医疗机构订单，做好应对疫情药品、耗材
供应保障。
“在尽力保障京津等地防疫物资供应的

基础上，我们也将发挥电商优势，让产品满足
更多地区百姓的需求。”李文阳说。

新华社天津12月28日电

争分夺秒、开足马力
——天津全力保障防疫物资供应一线见闻 本报讯（记者 徐杨）面对新冠病毒感染，老年人作为

特殊群体，感染后应如何应对？市中研附院老年病科专
家昨日表示，相对于年轻人来说，老年人本身免疫功能
弱，且多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自身抵抗病毒的
能力弱，所以感染风险更高、感染后症状加重更快、治疗
周期也会更长。老年人新冠病毒感染后须严格关注十项
注意事项，密切观察、及时就医。

第一，积极干预发热。老年人基础体温常常偏低，千
万不要以38.5℃作为是否吃退烧药的标准，体温比基础
值升高1℃就要积极干预。

第二，及时补水谨防脱水。有的老年人由于怕起夜，
所以日常下午或晚上喝水少，如果合并发烧容易脱水。
老年人如有发热症状，要抓住主要矛盾，一定要积极补水
避免脱水。

第三，适当补盐避免低钠血症。由于科普宣传盐对
血压的危害，很多老年人日常都严格控制盐的摄入。但
如果是发烧情况下，大量喝水同时也要适当补盐，避免低
钠血症（水中毒）。

第四，通风别忘保持空气湿度。老年人家中开窗通
风很重要，但一定要同时使用加湿器保持房间湿度，干燥
会加重呼吸道黏膜的损伤。

第五，及时排痰谨防肺部感染。老年人如果有咳嗽
或者痰液黏稠咳不出来，一定要早期使用化痰药（氨溴
索、乙酰半胱氨酸、柠蒎胶囊、桃金娘油等）帮助咳痰，一
旦痰出不来很容易继发肺部感染。

第六，尽早服用抗生素。如果发烧超过两天或痰颜
色有改变，应及早服用抗生素，防治细菌性肺炎。

第七，基础病发热及时就医。心功能不全或肾功能
不全的患者，补水要适量，避免增加血容量，造成心衰加
重。有这样基础病（包括服用免疫抑制剂）的老人，一旦
有发热最好去医院就诊。

第八，严格关注生命体征。老年人机体平衡很脆弱，
一旦失代偿，病情进展会很迅猛。所以，即使是在深夜，
一旦生命体征不稳定要立即就诊，千万不要熬到天亮。

第九，积极物理降温。老年人体温调节功能较差，尤
其是汗腺可能有萎缩，所以出汗退热效果并不好。要积
极用物理降温，包括擦浴、洗脚、使用冰袋。千万不要用
酒精擦浴，酒精可通过皮肤吸收，临床上早已被废弃。

第十，加强营养支持补充蛋白质。高龄老人感染以
后，一定要加强营养支持，此时要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
（对血糖影响大），多吃蛋白质特别是鸡蛋。

■ 本报记者 孟若冰

12月27日，本报刊发了来自澳大利亚的“熊猫侠”皮
安睿坚持无偿献血的报道——《“老外”来津30年，献血
270次》。报道刊出后，腾讯网、新浪网、北方网、津云、抖
音、文明天津等新媒体平台及公众号广泛转载，在广大读
者中引发关注。大家纷纷表示，要向献出大爱热血的皮
安睿致敬，更要学习他身上热心真诚、无私奉献的精神，
以实际行动支持社会公益事业。

来自天津医科大学法学专业的大四学生金鑫，就在
看到报道后的第一时间，来到市血液中心，撸起袖子，献
出了400毫升全血。“看了皮叔叔的报道，真的很受触
动！一位外籍人士，坚持无偿献血这么多年，这样的无
私、博爱深深打动了我。”金鑫说，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
更应该肩负起责任与担当，踊跃加入无偿献血行列，让更
多的患者重燃生命的希望。
“来津30年，献血270次，他献的‘熊猫血’救了上千

人！这位外籍友人，真的让我深深敬佩！”同样深受触动的，
还有海河传媒中心的记者房志勇，他也正在做献血的准备，
“一个人，献一次血也许不难，但像老皮这样许多年来风雨
无阻、坚持献血并不容易。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我
们更应该为自己的家乡尽己所能，贡献一份热血和力量。”
“熊猫侠”皮安睿坚持多年无偿献血的故事，不仅引

发众多读者赞叹，就连与他相识多年的挚友每次谈起，也
是钦佩不已。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天津市道德
模范栗岩奇这样说道：“老皮总使我想起白求恩。白求恩
当年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用医术、用献血救治伤
员，与中国人民共同抗日。老皮如今用一腔热‘血’感动
着津沽大地，是白求恩精神的生动践行。”

报道刊发两天来，在全市各献血点进行无偿献血的
人数和致电市血液中心进行无偿献血相关咨询的人数明
显增加。“据不完全统计，28日市内六区单日献血量超过
350个单位以上。”市血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荣江说，
皮安睿一直是天津无偿献血的典范，已引领带动许多人
加入到无偿献血行列当中。“这些年，无论严寒酷暑，无论
他有多忙，每当间隔期满，老皮总会坚持来献血，雷打不
动。有老皮在，我们会觉得特别踏实。”
“真感人，所以我也要去献血了”“我也是这个血型，

求组织收留”“伟大的国际友人，中国姑爷，谢谢您”“我一
直想献血，奈何自己贫血，就登记了人体器官捐献，希望
以后也能作贡献”……一句句网友留言，说出了大家共同
的心声。

在这个凛冬，一股暖流正温暖着津城。

本报报道“熊猫侠”皮安睿坚持无偿

献血的故事引发广大读者关注——

“尽己所能，贡献一份

热血和力量”

新冠病毒感染后如何调护

老年人须注意这十点

我市武清区王庆坨医院医生深入村民

家中，上门为老年和行动不便的患病群众

开展诊疗服务，方便他们及时就医。

图为王庆坨医院医生下入八街，为行

动不便的刘宝田大爷诊疗。

通讯员 赵广元 毛凤悦

本报记者 钱进 摄

为保证发热患者

能够得到及时的救

治，近日，位于西青区

李七庄街凌奥产业园

内的西青鼎翼中西医

结合医院新增设发热

门诊，并开启全天24

小时接诊服务。同

时，医院积极进行医疗

资源、医疗人员的储备

协调，各类医疗物资充

足、稳定，并根据实际

需求动态增补，满足群

众就医需求。

通讯员 王学志

本报记者 潘立峰 摄

方便老年人与行动不便患者

大夫来“敲门”

在家做诊疗

中国福利彩票
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第2022348期3D开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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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投注总额：714456714456元
奖等 天津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单选
组选六

325注
596注

1040元
173元

福利彩票兑奖期限6060个自然日

中国福利彩票

06 0503 141102 22+18

第2022150期七乐彩开奖公告

奖池累计：0元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1注
6注
94注
296注
3952注
5232注
43524注

671251元
15982元
2040元
200元
50元
10元
5元

全国投注总额：3031982元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