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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李闯）梁老师一边
调试着卤汁，一边讲解桂林米粉的制作工艺。热气腾
腾的大铁锅里正熬着米粉卤水，在座的学员都认真观
摩，仔细聆听制作流程，详细记录要点。这是近日晚上临
桂区南边山镇政府食堂里开展专项技能培训的情景。

为进一步提升贫困户的劳动技能水平，帮助其更好
地实现就业创业， 8 月份以来，每天晚上 19:30 — 23:
00 ，南边山镇党委邀请桂林市益民职业培训学校的老
师到镇里开展为期 6 天的桂林米粉制作短期技能培训
班。靖远、朗联等贫困村 50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踊跃报
名，参加培训学习。

此次短期技能培训采取理论和实践技能相结合的方
式，理论知识着重讲解卤水的制作理论、米粉原料、卤
菜制作以及桂林米粉文化等知识，实践技能以培训制作
炒粉、三鲜米粉、牛腩粉、红油米粉为主。通过老师示
范、学员动手操作、老师点评等教学环节，最终要求学
员能掌握独立制作桂林米粉的技能。

“这个培训的技能蛮实用。结业拿证后，我考虑在
镇区开个米粉店。”南边山镇靖远村委浪石口村的苏小
妹告诉记者。

据悉，此次桂林米粉制作短期技能培训结束后，所
有学员将统一参加市级结业考试，并由人社部门统一为
合格的学员颁发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今年以来，南边山镇党委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广泛
开拓培训渠道，多次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种养技术、
专项就业技能培训服务，切实增强贫困户脱贫致富本
领，真正做到了授之以渔。

□本报记者陈静 通讯员聂梦娴

安全岛缩小了，非机动车有了专用道……
这两日，不少市民发现，七星区漓江路与辅星路
交叉口（以下简称甲天下十字路口）有了新变
化。8 月 20 日，记者从桂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了解到，甲天下十字路口优化改造施工已于 8
月 19 日结束，路口交通组织有了新变化。

前期调查，多部门优化改造

路口交通组织

“随着电动车通行量的增加，该路口通
行出现了不少问题。”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甲天下十字路口是新老城区连接的
重要节点，周边遍布住宅、商场、学校等交
通吸引源，交通流量大。而目前桂林市区电
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 103 万辆，出行分
担率超过四成，并成为市民出行的重要代步
工具之一。而甲天下十字路口的蓄车能力和
通行承载力已经无法满足电动自行车的出行
需求，导致电动自行车与行人、机动车混
行，路口秩序混乱、通行效率低。

为改变十字路口现状，保障行人、非
机动车各行其道，非机动车不在斑马线骑

行，确保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助推我市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在市创城办组织协
调下，市公安交警部门与市自然资源局、
住房城乡建设局、城管委、林业和园林局
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积极组织实施，根
据路口管理实际，编制了优化改造方案，
短时间内对甲天下十字路口进行了优化改
造。

甲天下十字路口的交通组织现在有了哪
些变化？该负责人介绍，首先将部分机非绿
化隔离带进行拆除，缩减渠化岛；其次对人
行道进行降坡，并迁移部分路口信号灯；最
后设置非机动车专用过街通道，施划非机动
车彩色等待区等。

记者直击：改造后的通行方

式获点赞

8 月 20 日上午，天下着雨，记者来到
改造后的甲天下十字路口进行实地体验。原
来的电动车等候区在安全岛内，既有行人也
有电动车，一旦通行信号灯亮起，各方极易
冲突。现在的非机动车有了专门的行车道和
等候区，通行信号灯亮起后，通行顺畅。

“这样的改变好，对我们行人来说安全
多了。”家住恒祥花园的市民易女士告诉记
者，她跟老伴经常路过该路口到甲天下广场

锻炼，原来的人车混行让他们担心受怕。
“有一次，一个小年轻开着电动车突然从身
边窜过，差点把我带倒。现在的通行方式更
安全。”

据悉，今年 7 月份，按照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的要求，落实行人、非机动车各行其
道措施，提升非机动车驾驶人文明出行的安
全意识，市公安交警部门在市区三里店十字
路口和丽君路十字路口开展非机动车专用过
街通道试点工作，解决了原本过街时行人与
非机动车混行、非机动车在人行横道线上骑
行的问题，使得路口通行守法率大幅提升，
行人的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获得了市民的广
泛认可。

随后，市公安交警部门将实行非机动车
专用过街通道的做法在市区全面铺开，在南
门桥十字路口、观音阁十字路口等市区 19
个重点路口施划专用车道并投入使用。

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甲天下十
字路口参照三里店十字路口模式进行提升改
造后，将实现人车分离、机非分离的目标，
路口通行效率将得到大幅提升，并有效解决
非机动车调头和行人冲突问题，减少相互干
扰，减少交通安全隐患，确保群众出行安全
有序。市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在未
设置非机动车过街通道的路口，非机动车横
过斑马线时应下车推行。

本报讯（通讯员秦远军） 8 月 20 日，七星区东江
社区医院在东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牌。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下属的东江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要承担东江辖区近 10 万人口的基本医疗及公共
卫生任务。近年来，该中心注重突出中西医结合特
色，通过强化内涵建设，完善服务功能，优化诊疗环
境，倾力打造家庭医生服务品牌，不断提升综合服务
能力，让群众真正享受到方便、快捷、全面、优质的
社区卫生服务，得到了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获得
“全国优质服务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称号，并顺
利通过了国家卫健委“社区医院”评估，成为我市基
层医疗机构的一面旗帜。

据悉，这是我市率先挂牌的社区医院，也是广西
率先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升格为社区医院的医疗机
构。

七星区东江

社区医院挂牌
这是我市率先挂牌的社区医院

临桂南边山镇：

开设“米粉课堂”

助力脱贫致富

缩减渠化岛 新增非机动车过街通道

甲天下十字路口交通组织有了新变化

□本报记者刘健 通讯员张立波

2016 年，阳朔县金宝乡老厂村村民肖朝
发的房屋被大水冲毁，他本人也因中风失去行
动能力。后来，他便一直居住在政府发放的救
灾帐篷内。到今年， 62 岁的的肖朝发已经瘫
痪在床 4 年。因为没有家人和子女，一直以
来，都是村民自发对他进行照顾，一日三餐给
他送饭。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肖朝发有望
能住进新房子。

洪水淹过河边小屋，村民奋

力抢救独居老人

“我记得很清楚， 2016 年 6 月 7 日早
上，水突然就涨起来了，很多村民家里都进了
水。当时大家都忙着抢救家里的财物，忙到一
半的时候才有人说，肖朝发一个人独住在河
边，他可能遇到危险了。”老厂村村委主任何
善财对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他告诉记者，
当时从马路上望下去，下面白茫茫的一片全是
水，因为事发凌晨，村民们都很担心肖朝发的
安危。

“早上 7 点钟左右，天已经亮了，我们
看见他的房子还在。有 7 个小伙子马上脱掉
衣服准备下水去救他。当时的水位还有齐胸
深，在岸边看的村民也很多，大家生怕他出了
什么问题。”何善财说。

“当时我们 7 个人下水以后，都是抓住
地里的柑子树一点点挪过去。到他家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家的厨房和一堵墙已经坍塌了，他
坐在床沿上，眼泪汪汪地望着外边。来不及多
想，我背起他就往外面走，他在我背上一个劲
地发抖。”村民王建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
们 7 个人有的在前面探路，有的扶着老人，
慢慢才回到岸边。

“洪水一下子就来了，我站在床上，水淹
到我的胸口，我就这样站了一晚上。我以为我
没有命了，后来看到他们来救我，我就哭
了。”采访中，肖朝发告诉记者，他现在很多
事情都回忆不起来了，但始终记得当时获救的
情形。

村民肖业兰告诉记者，肖朝发被背到岸上
以后，已经被冻到手指僵硬变形。大家马上给
他换了干衣服，还给他吃了一些热东西，但是
他的模样看起来还是有问题。

“我们汇报了这个情况以后，乡民政部门
的人很快就来了解情况。但是当时水太大，公
路都被淹没了，我们等了 3 个小时，才把他
送到了乡卫生院。”何善财说，肖朝发前后在
乡卫生院住院半个多月，期间的所有费用都由
乡里支付。村民们也去看望肖朝发，给他送去
一些生活用品和食物。

由于肖朝发的房子已经被洪水冲毁，他出
院以后，乡政府送了一顶救灾帐篷给他居住。
村民们就在村里的晒谷场给肖朝发搭起了帐
篷，并且出钱给他购置了新的被褥和衣服。

“他回来以后，我们把他安置在帐篷里。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开始出现肌肉萎缩，
最后中风，失去了行动能力。”何善财说，他
本想召集村民开会商议办法，却发现村民们已
经自发约定好要“照顾”肖朝发。

“以前肖朝发也是一个很好的人，爱做好

事，现在他有难，我们无论怎么样也要帮助
他。村里的 80 多户，几乎每一户都给他送
过饭。”村民肖光秀说，肖朝发没有结婚没
有子女，当时已经快 60 岁了，所以村民们
都很同情他。

村民们对瘫痪老人悉心照顾

近 4 年，从同情变成了一种责任

“今天有豆腐、有肉，真好。辛苦你们
了。”采访当天，记者来到肖朝发居住的帐
篷中，正逢村民王建华给他送饭。他从王建
华手中接过饭碗以后，用勺子舀着吃，嘴里
不住地说。记者看到，在他的帐篷内，还有
村民为他买的一盒新鲜米粉，以及牛奶和八
宝粥等。

“自从他中风以后，我们就开始给他送
饭，也没有谁组织，大家都是自发的。比如
我家离他近一些，就会多送几次。哪一天我
们要外出或者没有空，其他人看到没有人给
他送饭，也会按时送过来，反正不会让他饿
着。”王建华说，村里的每个人都很关心肖
朝发，过年过节的时候，大家会给他端一碗
好吃的，那些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也会去看
他，给他一个红包。

“从我住的地方到他的帐篷有一公里。
到了饭点，我已养成了习惯，站到院子边上
看一眼他的帐篷，看看有没有人给他送饭。
家里有了好吃的，我都是给我孙子吃一半，
他吃一半，我们可以不吃。”肖光秀说，她
还会经常去帮肖朝发洗衣服和被子，其他村
民也会去他的帐篷里打扫卫生。

“我跟他是同学，他出事以后，我就
经常去给他检查身体。有好几次他拉着我
的手痛哭，我也安慰他，有什么困难只管
说，大家都不会放弃你，我们会对你负责
到底。”村里的医生阳映有告诉记者，他
每个月都要去看肖朝发几次，免费为他提

供药品。
“大家都经常来看我，还陪我说话，我

能活着，全靠他们了。原先是他们把水提到
我床跟前，我经常舀不到水。后来我也没
说，他们就帮我拉了一根水管到床前。而且
用电也不要我的钱。”采访中，肖朝发红着
眼睛，情绪有些激动地说，原先他住的地方
后来建起了球场，帐篷里很热。在他的要求
下，村民们又在他住的帐篷旁边搭了一个帐
篷，让他住着凉快些。每逢下雨，村民们又
把他背到球场上的那个帐篷里。

“每次帮他搬家，大家都要给他几个红
包，还开玩笑说，祝贺他‘乔迁之喜’。他
也跟着笑。遇到下雨天，经常可以看到村民
用手电筒照着检查他住的帐篷，看看有没有
危险。确定他安全以后大家才回去睡觉。”
何善财说。

村民无条件支持建新房，瘫

痪老人的生活有了新盼头

虽然对肖朝发进行了悉心的照顾，但村
民们心里总有一个结，那就是不能让他一直
住在帐篷里。乡政府有关人员也告诉村干部，
说可以补助一笔钱帮助肖朝发建新房子。但
肖朝发害怕麻烦大家，一直没有同意。

“我想住新房子，这样不用怕涨大水，
也不会被雨淋着。但是我没有地，也没有
钱。而且像我这样的人，挨着谁家住，就等
于是给别人添麻烦。”采访中，肖朝发哽咽
着说，村干部给他做了 3 年的思想工作，
但他始终不愿意再给大家添麻烦。

“其实也是他想多了。有一次过年，我儿媳
妇专门收拾了一个房间，想把他接到我们家过
个年，但他死活都不来。村里开始提议给他建
房子的时候，有三四户人家都愿意免费送给他
宅基地，我还说不光是宅基地，我们家山上的
木材也可以免费送给他。”村民于从玉说。

金宝乡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非
常关心肖朝发的情况，给了他一个危房改造
的指标，再加上保险和应急倒房重建补贴，
加起来有五六万元，起一层平房应该没有问

题。此外，政府还让他享受了特困供养，每
个月有几百块钱补贴他生活。

“其实只要他愿意，我们来给他建房
子，所有事情都不用他操心。跑手续我亲自
去弄，村里也有施工队。剩下的零碎活儿，
哪个不愿意义务帮他干一干？”何善财说，
在反复劝说了肖朝发几年以后，现在他终于
同意让村里帮他建房。

“我现在身体好了一点，自己逐渐可以
用电煮锅煮点方便面吃。想到村里人对我那
么好，我从现在起就听大家的话。”采访中，
肖朝发第一次笑得很开心。一边笑，他还一边
喃喃地念叨：“我有房子住就好了。”

“现在答应建房了，我们会尽快落实这
个事情，争取让他早日住进新房。”何善财
说，以后村民们仍会一直照顾他，绝不会丢
下他不管。

阳朔金宝乡老厂村：

全村上下齐心照顾独居瘫痪老人 4 年

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桂林人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于琳 文/摄）“阿
姨，这些消防宣传资料您看一下，这样用排插飞线充电
很危险……”连日来，为提高桂林市自建房、出租屋的
消防安全情况和消防安全管理能力，桂林市消防救援支
队联合多部门，深入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消防安全
知识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向民众普及用火用电用气
安全常识，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消防安全意识，提高逃
生自救能力。

消防、公安、城管、社区等相关部门组成联合检查
组，开展消防安全“体检”行动，重点对电动车违规充
电、私拉乱接电线、违规储存使用易燃易爆物品等进行
检查，提示家庭使用明火消防安全，督促和引导广大村
民、业主租户进一步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及时消除隐
患，提高消防自救能力，让防火意识真正深入群众心
中，从源头消除火灾隐患。

“从目前的检查情况来看，主要是一些市民消防意
识淡薄，违规充电用电的情况比较普遍。”在采访中，
检查组工作人员介绍。

同时，消防部门还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城区各老旧小
区、自建房、“多合一”场所、群租房等集中区域，逐
街逐户开展消防安全上门宣传活动，采用广播、消防宣
传车播放警示片、设置消防宣传栏等多种形式，拓展宣
传阵地，加大宣传教育力度。

据了解，近期共派出 19 个检查组，对全市范围的
自建房、出租屋开展地毯式排查，检查自建房、出租屋
670 多家，排查整改火灾隐患 730 余处。

我市排查自建房、

出租屋火灾隐患

▲肖朝发居住的帐篷。

▲村医在给肖朝发检查身体。 记者刘健 摄

▲检查组排查楼道违规停放电动车情况。

▲改造后的甲天下十字路口，电动车在非机动车专用车道等候信号灯。 记者陈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