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与健康

家庭医生与“我”有个约定
河区民族社区与交通医院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进社区”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李 倩）“国家
政策越来越好了， 社区服务也越
来越细了，以后我就可以享受家
庭医生的贴心服务了。 ”昨日上
午，河区五里墩街道民族社区
与共建单位河区交通医院在

辖区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进
社区”活动。 活动当天，有 50 余
名居民与家庭医生签署了服务

协议。
记者看到， 活动现场设立家

庭医生健康咨询服务台，悬挂“我

与家庭医生有个约定”横幅，社区
工作人员与医护工作者向居民发

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宣传

单、签约服务宣传彩页等，免费为
居民测量血压和血糖。

同时， 社区工作人员向大家
关心的健康保健、生活方式、医保
政策、 慢性病康复等方面进行科
学普及和解惑答疑， 并现场开展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还特别针对
重点人群进行了个性化健康服

务，讲解家庭医生服务项目，整个

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每年 5 月份为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宣传月， 为营造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良好社会氛围、 提升家
庭医生服务能力， 社区与共建单
位联合开展了此次活动。 ”民族社
区叶林说， 社区家庭医生签约自
2016 年开始每年坚持开展，切实
形成了常态化及长效机制， 并每
年递增受惠服务群体。

叶林向记者介绍 ，社区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是一项惠民利民

政策，居民签约家庭医生后可以
享受免费建档 、65 岁以上老年
人免费体检 、 对行动不便的老
人上门检查等多种服务 ， 签约
后的居民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建立稳定的、 互信的、 契约式服
务关系 ， 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一
个家庭医生 。

完成签约的社区居民李德

华老人说 ：“这项服务真的是太
好了！ 我有高血压，老伴儿腿脚
不便，去趟医院不容易。 现在可
以在家体检，有什么健康问题还
可以直接向“家庭医生”咨询，可
方便了。 ”

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居民了

解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内容，
调动了居民参与家庭医生签约

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也为社区居
民的健康保驾护航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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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供水集团公司特约
今日天气：雨 16℃~27℃

声 明
●兹有信阳市羊山新区吴记快餐部营业

执 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1500MA44A6DT95），因不慎丢失，特声明
作废。

●兹有河南一日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壹枚、合同专用章壹枚，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公路勘察设计院豫 SA3392 号
中型普通客车，此机动车登记证书，因不慎丢
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罗山县永腾万元预制品有限公司
行政公章壹枚（编号：4115210024061），因不慎
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南湾湖风景区金泷百货超
市营业执照正本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1500MA46HGQA34），因不慎丢失，特声明
作废。

●兹有信阳市河区周玲服饰店营业执
照正 、副本 （证号 ：411502615215349），因不慎
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河区郑敏时尚布鞋店营
业执照正 、 副本 （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11502MA40PL382G），因不慎丢失，特声明
作废。

●兹有息县锦泓置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 、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528MA45UCR828）,因不慎丢失 ，特声明
作废。

创文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河区车站街道药厂南家属院升级改造初显成效

本报讯（陈 越）河区车站
街道高度重视老旧小区整治改造

工作，以补齐民生短板、增强群众
获得感、提升群众满意度为宗旨，
不断加大投入， 不断积极探索工
作模式， 对航空路社区药厂南家
属院进行老旧小区升级改造，目
前已取得初步成效。

药厂南家属院为二十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老楼，基础设施薄弱，
整体环境脏、乱，消防通道不畅，
加之老旧院落管网线路陈旧、电
力负荷远远不能满足居民用电需

求，安全隐患严重，居民生活不便
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 家属院整
体环境亟待提升改造。

车站街道按照市、 区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工作要求，积极行动，

对该院部分危楼进行了现场拆除

工作， 截至目前已拆除家属院危
房 8 户，约 1000㎡。

药厂南家属院改造坚持改善

民生，改造内容以基础设施提升为
主，进一步提高院落整体人居环境
质量以居民最迫切的需求为出发

点，深入小区内部建设改造符合院
内居民实际居住需求的小区环境。

家庭医生为社区居民测量血压 本报记者 李 倩 摄

整洁干净的人易获得信任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建立

在理解、 尊重等许多条件之上，
不过也有些人第一眼看上去就

令人觉得“很靠谱”。美国心理学
家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干净整洁
的外表是取得信任的途径之一，
5 岁的孩子就开始倾向于 “以貌
信人”。

美国波士顿学院心理学副

教授安吉·约翰斯顿和富兰克
林·马歇尔学院助理教授约书
亚·罗特曼的研究团队试图了解
人们因外在形象或第一印象产

生的认知偏见，并探究这些偏见
是否存在地域文化差异。他们在

美国和印度招募了 260 名参试
者进行试验 ，其中包括 5 岁至 9
岁的儿童和成年人。 研究人员向
参试者展示了一对同卵双胞胎

的照片，两个孩子身高和发型完
全一致，其中一人穿着整齐洁白
的 T 恤，另一人的衣服上布满污
渍。 参试者对照片中的人物进行
主观叙述评价。 结果显示，儿童
组愿意选择与穿着干净的孩子

交朋友。 当穿着干净的孩子和穿
着邋遢的孩子同时提供了内容

相反的信息时，成人组选择相信
前者。 此外，绝大多数参试者将
“聪明”“善良” 等积极正面的人

物特征和整洁干净的孩子联系

在了一起，这一结论不存在人种
间差异。 研究报告发表在《实验
儿童心理学杂志》上。

约书亚·罗特曼表示，新研究
结果表明，人类对于“肮脏”的社
会偏见形成于婴幼儿阶段， 相比
于拥有整齐洁净外观的人， 看上
去“不讲卫生”的人更容易受到误
解或不信任。

（据《生命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