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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启动“体重管理年”活动

用“小切口”防患慢病发生“大问题”
本报讯（记者 徐杨）昨日，2024年天

津市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现场宣传活动暨天
津市“体重管理年”活动启动。为减少因肥
胖等问题导致的慢性病发生，市卫生健康
委等15部门联合，将从加强科普宣传、动
员社会广泛参与、提高精准管理水平等方
面下功夫，从今年起力争利用3年左右时
间，实现广泛建立体重管理支持性环境，显
著提升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逐渐形
成全民参与、人人受益的体重管理良好局
面，部分人群体重异常状况得以改善。

体重水平与身体健康状况密切相关，超重

和肥胖是导致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
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我市将加强科学普及和
宣传倡导，广泛深入、多层次、多角度宣传居民
体重管理核心知识、体重管理指导原则；指导
公众正确认识健康体重、科学动态管理体重，
消除体重认知误区；引导公众自觉进行体重管
理，推动体重管理逐步形成社会共识。

我市将动员社会广泛参与，提升体重
管理效能。推广使用“一秤一尺一日历”
（体重秤、腰围尺、体重管理日历）等合适的
体重管理工具，鼓励家庭、医疗卫生机构、
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宾馆等配置体重

秤；进一步打造群众身边的健康主题公园、
健康步道、智能健身房、多功能运动场等支
持性环境。发挥专业技术优势在体重管理
中的作用，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设置体重管
理门诊或肥胖防治中心，整合相关专业资
源，提供肥胖症诊疗服务；将体重管理纳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
容，及时向签约居民提供合理膳食、科学运
动等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我市还将多举措提高体重精准管理水
平，为孕妇制定个体化妊娠期体重管理图，
指导妊娠期体重规律增重，减少肥胖的代

际传递；监测儿童健康营养状况，早期发现
肥胖、血压异常、糖脂代谢异常的高危、异
常儿童，通过健康教育、平衡膳食、合理运
动等干预措施预防成人慢性病发生；提升
学校医务室体重管理能力，帮助超重、肥胖
学生做到“一减两增，一调两测”（减少进食
量、增加身体活动、增强减肥信心，调整饮
食结构、测量体重、测量腰围）；发挥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健康指导作用，指导
老年人选择适口餐食、坚持适当运动、维持
适宜体重，定期测量体重、身高、腰围和基
本运动功能等指标，预防肌肉减少及肥胖。

■本报记者 房志勇 文/摄

“叮叮咚咚。”一阵清脆而有节奏的
敲击声在会场响起，随着刻瓷画创作者
刘焕君手中锤起凿落，一幅精美细致的
仕女图逐渐呈现在一个白色瓷盘上。
“嚯，这么敲打，这个盘子不会破

碎吗？”“盘子上的画作都是手工一点
一点敲出来的，好精美啊！”日前，在东
丽区万新街道铁城公寓社区内，举办
了一场以“七十五载迎华诞 盛世同辉
书华章”为主题的非遗书画作品展，此
次展览共展出作品数百件，其中包括
数十幅主题书画作品、全国非遗镌刻
瓷盘以及党员、群众志愿者手工钻石
画（百福图、国旗）作品。其中，最受居
民瞩目的就是由众多刻瓷爱好者送展

的10余件刻瓷作品。
“居住在铁城公寓的居民，几乎都

是咱们天津在河北省邯郸市涉县铁厂
的退休职工，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5周
年，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天铁人’想做点
啥事，和社区党群中心的领导说了说，大
家一拍即合。”社区居民由庆荣阿姨告诉
记者，他们联合了邻居和老同事，大家纷
纷拿出了自己的作品。“这是我自己的画
作——《节日欢歌》，反映少数民族载歌
载舞的生活场景，寓意是在新中国75岁
华诞之际普天同庆。”由阿姨还告诉记者
她创作的一个小秘密，画作中半蹲着敲
鼓的小伙子，模特其实是由阿姨的老伴
儿张国宏老先生友情客串的。“画作创作
了半年，他这一蹲也是半年。”

铁城公寓社区党群中心书记王蕊
告诉记者，在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党员及
社区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整个活动从
提议到布展，大约用了半年的时间。“我
们社区别看退休职工多，但是大家个个
身怀绝技，像现场创作刻瓷画的刘焕君
女士，她的刻瓷就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品，她不但现场即兴创作，还请来天津

刻瓷研究会会长阚士全等人，大家都带
来了自己的作品，为这次展览增添了更
多的文化元素。”

一上午时间，刘焕君将手中的仕女
图刻瓷画已经完成了大半，她告诉记
者，自己学习刻瓷技艺还不到一年时
间。“在老年大学偶然间接触到刻瓷技
艺，在和老师们的学习中，由于自己有
一些绘画功底，比较快地掌握了刻瓷技
巧，社区这次提出搞一场庆祝祖国华诞
活动，我是提前半年就开始创作了，也
获得了天津刻瓷研究会会员们的大力
支持，大家都拿出了自己最得意的作
品。”会长阚士全告诉记者刻瓷要手稳
心静专注，这样雕刻出来的作品才会刀
痕细腻，画面栩栩如生。“它是一项挺适
合老年人的休闲活动，最考验功夫的其
实是内容创新，咱们天津的刻瓷作品，
在不久前于山东举办的陶瓷创作大会
上还拿了奖，希望通过我们的推广，让
更多人爱上这个非遗项目。”

记者现场还看到，很多以“百福图、
国旗”等内容创作的手工钻石画作品，获
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称赞。

社区党建联手非遗项目

让居民生活更加文艺范

本报讯（记者 张雯婧）近日，红桥区首
家24小时智能工会驿站——西于庄街道西
于庄社区工会驿站正式投用。该驿站可全
天候提供多项服务，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
户外劳动者都可通过扫码或刷脸进入驿站。
“我们新加装了自助式电子门禁和实

时对讲监控系统，打破了传统驿站在服务
时间上的局限性。”西于庄街道西于庄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逸轩告诉记者。

据了解，新投用的驿站突出智能化，除
安装智慧门禁外，还配有智能消防设备、智
能灯控、智能物联网管理设备等。记者在
现场看到，驿站面积虽然不大，但实用性很
强。微波炉、冰箱、饮水机、制冰机、充电
口、急救药箱等一应俱全，休息区还可以按
摩、喝茶、看电影。

红桥区首家24小时

智能工会驿站“上岗”

本报讯（记者 韩雯）连日来，列入我市今年20项民心工程的培训
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项目在河东区开展，“理论+实操”课堂开在家门
口，帮助更多的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掌握科学方法、减轻照护压力，
也让更多的居家失能老年人得到科学、舒适的照护，提高养老品质。

在河东区鲁山道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来自市第三中心医院、天
津医科大学朱宪彝纪念医院、天津安定医院、天津南开医院的医护
人员，用三天的时间，围绕失能老年人营养需求、常见疾病、综合征
护理、预防处理等，向前来取经的照护者进行详细讲解，并且结合
实例传授专业照护知识和技能。
“实用、管用，真能解决问题。”参加完第一天培训，居住在橙翠

园社区的居民周志敏回家就实践，曾经让她最憷头的给老伴儿翻
身、从床上挪到轮椅上的体力活，在学到技巧后，变得轻松点儿
了。“用好‘巧劲儿’，真的可以实现四两拨千斤。”周志敏说。

三天的线下培训并非项目培训结束，接下来的入户培训，将伴
随着照护者从“解决一类问题”到“解剖一个问题”。“因为每个失能
老年人的情况各不相同，我们入户培训就是手把手帮助照护者解
决让他们困扰的具体问题。我们还会为照护者留下联系方式，方
便他们遇到问题随时打电话获取解决办法。”承接河东区培训工作
的市红十字火种社会服务中心主任潘丽行说。

今年20项民心工程的任务表对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的培
训目标是1000人。从市民政局获悉，今年，市民政局不仅制定失
能老人家庭照护者培训标准、建立培训人员明细及档案模板，还探
索引入更多社会组织资源，力争培训2200名照护者。

本报讯（记者 韩雯）《天津市养老金融
资源手册》发布、天津市养老服务与保障学
会养老金融专委会挂牌成立、推介养老项目
让供需牵手……在日前举办的天津市养老
金融资源交流对接活动中，一项项助推天津
市养老产业行稳致远的举措纷纷落地。

这是一场共谋银发经济蓝图的活动，
将政府端、研究端、产业端、金融端集聚在
一起，发现需求、对接需求、完善需求、实现
需求。活动分为主旨演讲、养老企业分享、
康养项目推介、金融机构分享四个环节开
展，中国康养集团、通用康养集团2家央
企，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江苏、陕西6省
市的7家省（市）级康养集团或养老领域头
部企业，全国25家金融机构，以及南开大
学、天津理工大学等6所高校养老领域专

家学者，全市老龄、养老服务领域及银行业
保险业的多家市级社会组织等，畅谈各自
领域的实践经验。

活动中，参会者还收到一本现场发布
的《天津市养老金融资源手册》。其中罗
列全市16家银行、10家保险公司的各类
养老金融、保险产品详细介绍，以及全市
350余家养老机构、180个养老综合服务
体、养老服务领域社会组织、养老人才培
训基地等名单。全国各康养集团和天津
市区两级民政部门养老相关工作人员联
系方式也在手册里。“发布手册的初衷，我
们是希望手册能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让想干养老事业的人牵起手来，优势互
补，融合发展，长久守护幸福‘夕阳红’。”
市民政局局长朱峰说。

活动中，天津市养老服务与保障学会
养老金融专委会的挂牌成立，为托起幸福
“夕阳红”提供智库支撑。天津康养集团与
和平区、南开区民政局现场签署相关合作
协议。天津康养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
胡介绍：“集团践行国企担当，近期陆续盘
活市内16处沉睡资产，此次与国开行、渤
海银行、天津银行等对接，为项目注入金融
‘活水’，加快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康养基
地。我们计划在市内每个区建设至少两处
康养服务综合体，提供基本医疗、介助介护
照料床位以及助餐助浴助洁等服务，并向
周边居民延伸入户，提供专业护理、远程监
测等服务。同时还会利用金融支持，对康
宁津园的适老化、智慧化、信息化等方面进
行提升。”

赋能养老服务 布局养老赛道

津城优化金融供给支撑幸福“夕阳红”
本报讯（记者 吴巧君）第26届中国冰

淇淋及冷冻食品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26日
至28日在梅江会展中心举办，450余家来
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西兰
等国家的中外冰淇淋领域知名企业将亮相
博览会，全面展示冰淇淋冷食行业最新产
品和科技成果，参展产品涵盖机械、原料、
成品等冰淇淋冷食行业全产业链，56个国
家的客商将在这个平台进行信息交流、贸
易合作，到会外商人数同比翻番。

据悉，今年的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近
45000平方米，450余家参展商中，有近80家
是冰淇淋及速冻食品生产企业，是历年来
冰淇淋冷食成品板块参展商数量最多的一
次。展会上，将展出可可含量大于72%的黑
巧克力冰淇淋，干酪添加量超过一半的冰
淇淋奶酪，用杮子、桑葚、黄桃、芒果等各类
水果制作的冰淇淋……新产品数不胜数。
为期3天的展会中，26日、27日展馆只接待
专业客商，28日为对外公众开放日。

中国冰淇淋及冷冻食品

产业博览会将在津举办

本报讯（记者 宋德松）“一拜盛
世华年，再拜高堂至亲，三拜伉俪同
心……”昨日上午，在天津滨海高新
区天百新经济基地，54对天津新人身
着中式婚服，与全国 5000多对新人
同时步入婚姻殿堂。

据悉，这场“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
集体婚礼是全国妇联“2024年万人集
体婚礼”分会场之一，由市妇联联合市
总工会、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政局、
市农业农村委、市民族宗教委共同举

办。集体婚礼与北京主会场和全国各
地分会场同时举行。来自各行各业的
新人们，用实际行动让家国情怀与纯
真爱情同频共振。

滨海高新区科技企业中科曙光员工
付业峰表示：“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参

加这场全国万人集体婚礼，家国同庆、见
证幸福，我们感到很开心，也很幸福，这
必将成为我们一生最珍贵的记忆。”

在《歌唱祖国》的音乐声中，在亲
朋嘉宾的见证下和祝福中，天津分会
场活动圆满礼成。

本报讯（记者 万红 摄影 张磊 通讯员 韩宁）记者从市交通
运输委了解到，昨天9点，随着8801次装满清洁煤炭的货物列车在
国能号电力机车牵引下缓缓驶出黄骅南火车站，标志着京津冀协
同发展重点建设项目国能朔黄铁路黄万线实现电气化开通运营，
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更加清洁、便捷的铁路运输通道。

黄万线为国家I级单线铁路，南起黄骅南站，北至天津万家码
头，终点连接天津港南疆码头，是我国西煤东运北通道及天津港集
疏港通道的组成部分，主要承担朔黄铁路煤炭至天津港下水，以及
天津港至朔黄铁路沿线、西北地区的上水金属矿石运输业务，是一
条以煤炭运输为主的大能力货运专线。此次实施的电气化改造，
是落实国家生态环保、交通强国目标理念，助力京津冀区域“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具体举措。工程历时19个月，架设接触网
133.2条公里、外电线路7.5公里，新建牵引变电所1座、开闭所1
座。项目新建郭庄子牵引变电所还是集广域保护、同相供电、能量
回收储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智能牵引变电所。

黄万线电气化开通后，采用新型电力机车替代传统内燃机车牵
引，来自我国陕西、内蒙古等地区的优质煤炭资源可以通过电力机
车的牵引无缝式直达天津港，减少了机车换挂时间，提升了作业效
率，年运输能力提升至5400万吨，预计每年减少燃油4.76万吨，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量14.8万吨。同时，电气化开通还实现了电力机车
制动能量回收再利用，提高供电利用率，真正实现低碳环保运行。

国能朔黄铁路黄万线

实现电气化开通运营

“理论+实操”课堂开在家门口
失能老年人家庭照护者培训在河东区开展

家国同庆 见证幸福
全国妇联办万人集体婚礼 天津分会场54对新人参与

日前，我市南开区国动办联合区

教育局和天津市蓝天救援队，走进天

津市第四十三中学共同举办“依法开

展国防教育、提升全民国防素养”国防

动员教育主题宣传活动。

▲工作人员进行国防动员和警报
鸣放等相关知识讲解。

�天津市蓝天救援队专业人员现
场教授逃生技巧和自救互救知识。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石乔 魏进 摄

刘焕君在制作刻瓷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