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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事

本报邢台电（记者卢玉辉 通讯员段静

波）近日，柏乡县一村民捕获到一只受伤的

燕隼，该县公安局民警在获知情况后，劝说

村民合力将受伤的燕隼简单治疗后，并及时

送往有关部门救助。

11月3日，柏乡县公安局固城店派出所

和治安大队民警联合在固城店镇辖区排查

工作中得知，有一村民捕获一只受伤的燕隼

（燕隼上体深蓝褐色，下体白色，具暗色条

纹，腿羽淡红色，在我国分布遍及全国各地，

栖息于接近林地的开阔原野，属国家二级野

生保护动物）。民警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往村

民家中，向村民科普燕隼的知识，并向该村

民讲解了相关法律法规。

经过民警的细心讲解，该村民才知道自

己误捕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随即当

场与民警一起对受伤的燕隼进行了简单治

疗，并将燕隼交给民警，希望民警将受伤燕

隼送有关部门及时救助。现在，民警已联系

上林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将对受伤燕隼做进

一步妥善处理。

在此，民警提示大家，现正值候鸟南迁

之际，公安部门将加大对辖区的巡查力度，

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

为，为候鸟们的南迁保驾护航！同时也希望

广大民众在发现疑似国家保护动物时，不要

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及时跟公安部门联

系。

本报沧州电（记者李家伟）11 月 1 日

至3日，沧县文化馆举行了一期特殊的培

训班，培训的内容是“沧州落子”。而培训

的对象则是乡村教师、乡村文艺骨干，他

们将作为“火种”，将“落子”艺术在乡间大

地传承下去。

“落子”是广泛流传在沧州乡间的一

种民间艺术。据了解，“沧州落子”是一种

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中国民间舞蹈。据沧

县县志记载：“落子”是大秧歌中的一个小

场子，起源于清代嘉庆和道光年间。它以

鞭、板、扇为主要道具，节奏明快，舞姿多

样，线条优美，韵味儿独特。“落子”在形式

上又分为“文落子”和“武落子”，内容大多

是表现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

对爱情故事的描述。“文落子”讲究服装、

化妆，韵律造型。所演唱的如《茉莉花》

《放风筝》《叹情郎》等曲目，有的已成为中

国民歌的经典。沧州人喜练武术，因而，

在“武落子”中将很多武术形体动作融入

其中，刚劲有力。男性演员的基本动作主

要来源于武术中的单刀式；女演员的动作

“抽板”“绕头板”“蹬步”“虚步”等，也都以

武术的动作为基础，并适当吸收了一些戏

曲中的动作和技巧，使“落子”更加热烈豪

放。

沧县文化馆馆长孙健说，这次培训，

他们请来的是沧州市群艺馆退休研究馆

员于淑玲。于老师数十年潜心研究“落

子”艺术，遍寻老艺人，积累了丰富的艺术

经验。而培训的对象则是沧县乡村教师

和乡村文艺骨干。

一位参加培训的学员说，这种专业

的培训让他们对“落子”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左添伟、周飞 记

者代晴）近日，沧州市民张先生在微信陌生

好友那里看中了一辆二手车，谁知车没买

到，还被骗走2800元的所谓信息费。

10月30日18时左右，沧州市巡警三大

队305车组接到指挥中心指令，北环某小区

有人被骗。报警人张先生讲述了事情经

过。前几日，有陌生人在微信上申请加张先

生为好友，张先生没多想就同意了。对方这

几天经常在朋友圈发布售卖二手车的信息，

并附上售卖车的照片、车况等信息。正好张

先生最近想买一辆二手车，于是在对方朋友

圈里进行查看，发现其中一辆车的信息很符

合自己的要求。张先生主动和对方聊天，表

示想购买这辆车，询问什么时候可以验车。

对方回复称自己是北京人，车源都在北京，

想要验车需要先缴纳信息费，这是行规。

张先生没有多想，通过微信转账分三次

给对方总共打过去2800 元钱。过了不久，

对方在微信上发来语音，继续要钱。张先生

一听是南方口音，起了疑心，再询问对方，对

方已无法联系。张先生发觉被骗，拨打110

报警。

民警提示：在微信上不要轻信陌生人的

售卖信息，遇到对方说要定金等费用时要提

高警惕，以免上当受骗。

微信买车索要信息费
沧州市民被骗2800元

村民误捕燕隼
警民同心合力救助

乡村“落子”
走进文化馆传承艺术

临西县30万农民
享受免费健康体检

65岁的临西县下堡寺镇张三寨村贫困户吕志祥，在镇卫生院健康体检中被查出肝部有

病变，经县医院复查，确诊为早期肝硬化，经过住院治疗后康复出院。“多亏了县里这次体验，

及早发现了俺得的病。”吕志祥感慨道。

本报驻邢台记者 邢云 通讯员 张玉坤 何连斌

今年9月，临西县启动了以免费体

检、免费开方，提供优良服务、优质治疗

为主旨的“两免两优”农民健康体检活

动。截至目前，已经有 14 万多名农民

群众接受免费体检，发现慢性病、肝肾

异常、贫血等病状 19200 多例；县内诊

疗和转诊治疗 3800 多例，提出指导性

治疗建议 9500 多条；累计支出医疗救

助资金120多万元，为235名重度贫困

患者提供了免费住院治疗。

临西县卫计局局长张延武介绍，临

西县作为省级贫困县，为 32 万农民群

众进行普惠式免费体检，核心目的是引

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有效避免

和减少因病致贫返贫，为区域性疾病和

重点患病人群提供精准诊疗依据，促进

签约服务、医共体建设。

为保证健康体检的“量”和“质”，

临西县 9 所乡镇卫生院、1 所县级医

院，抽调近400 名医务人员；投入6000

余万元，新调配医疗检测设备 300 多

台（套），采购医疗耗材300余万件，体

检项目涉及常规、X 线、影像等 27 项

指标；开设检前医疗服务“大课堂”，对

医护人员进行耳鼻喉、心脑血管、消化

系统等常见病预防和治疗的技能集

训。

免费体检保证
“量”和“质”

体检流程上，临西县“细化程序、合理

分流，分类施策、同步推进”，确保农民群

众享受到统一、规范、标准的健康体检。

集中体检的同时，为孤寡病残等特殊群体

提供上门体检，对外出务工人员通过电话

沟通，实行预约体检。进行农民体检情况

回头看，对符合条件的未体检对象及时补

检，实现了农民体检全覆盖。做好健康教

育与生活方式指导，加大中医健康养生保

健知识宣传，引导农民改变“没病不体检，

有病拖拖看”的不良习惯，做到疾病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

安排专职人员对体检信息进行归类、

汇总，建立电子档案，录入“健康数据库”，

总结出农村常见病状、疾病特征。对患病

人员采取一对一反馈、一对一指导的方

式，由体检医师及时给予健康指导和转诊

治疗。

同时，建立以村卫生室为基础、乡

镇卫生院为枢纽、三家县医院为后盾的

医疗联合体，形成分级诊疗运行机制。

密织农民医疗保障网

据了解，该县组建57个以全科医生为

主体的签约服务队伍，针对重点人群、重

点疾病制定个性化服务包，开启1+1+1家

庭医生签约模式。截至目前，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4%，重点人群签约服

务覆盖率达到63%。组建10支县乡联合

医疗服务队，为残弱困难群众提供上门诊

疗、定期访视、赠送药品等便民服务。

22种慢性病纳入医保范畴，农村贫困

人口检查、诊疗、用药不设起付线，基层就

诊免收一般诊疗费、院内会诊费；县级医

院大型医疗器械检查费用减免15%，住院

治疗药物95%以上控制在医保目录内，药

物报销比例平均达到70%以上。

每年列支农村贫困人口政府性大病

兜底救助基金400万元，把因病致贫人口

全部纳入救助范围，尤其是对患有重大疾

病的贫困人口，实行兜底救助。随着体检

活动和靶向救助的深入实施，今年全县因

病致贫返贫的发生率下降了26.9%。

据悉，结合全县农民群众健康体检活

动，该县还将重点实施“三个一批”行动计

划，即：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

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保障农村

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防止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

对重大疾病贫困人口兜底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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