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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好看，漂亮！”7月22日，
在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看着
叔叔阿姨细心地为自己戴上矫形器，
两岁多的欣欣（化名）坐在妈妈的腿
上，高兴地用手摸着。天蓝色的矫形
器固定带上印有海螺、贝壳等图案，
第一次戴矫形器的她非常喜欢。

7月22日，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
务中心举行了“关爱儿童健康成长
免费适配矫形器”志愿服务活动，为
我市17名儿童免费适配了矫形器，并
进行行走训练。

市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中心主
任朱代娟表示，今年我市计划为287
名儿童提供免费适配矫形器服务，目
前已服务179名。

来自郏县的林女士说，女儿欣欣
1岁零4个月时学走路，家人发现其腿
呈O形、内八字。今年春节过后，情
况越来越严重，家人带她到郏县妇幼

保健院做康复治疗。其间，林女士看
到有些患儿戴了矫形器，经向郏县残
联咨询，于今年6月底在市残疾人辅
助器具服务中心取了型，制作矫形
器。第一次戴矫形器的欣欣并不排
斥，还很高兴。

欣欣的矫形器是夜用的，睡觉时
固定腿脚并调整足部外旋角度。“孩
子的腿不是太严重，带子不用系太
紧，松紧可以调整。”工作人员兰春花
向林女士讲解道，“预计3个月就会有
效果。你们注意观察，3个月后如果
足部不再内旋，就不用继续戴了。”

今年5岁7个月的敏敏（化名）已
是第5次更换矫形器，在辅具中心接
受免费服务已有4年。敏敏出生时是
早产儿，有脑出血及脑积液，5个多月
时开始进行康复治疗。1岁时，孩子
开始在市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戴矫
形器，每年一换。“对孩子很有帮助。”
妈妈孙女士说，孩子的腿肌张力高，
不能站立，戴上矫形器后膝盖部分锁

死，踝关节也不再扭动，可以扶墙站
立，能改善屈膝、踮脚。虽然穿上矫
形器后会很累，不自由，但敏敏“为了
康复也愿意穿”。来自鲁山的小飞双
足外翻，已适配了矫形器，并获得儿
童助行器以训练行走。他的小手牢
牢地握住儿童助行器撑在地上，满
脸认真，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走
着。

朱代娟说，一般情况下，脑瘫康
复后儿童需要适配矫形器，也有一些
孩子先天发育不足，出现膝关节反
张、O型腿、X型腿、足内翻、足外翻、
足内外旋等，可通过适配矫形器进行
纠正，并经训练达到康复目的。今
年，我市继续对0-14岁残疾儿童实施
康复救助，其中肢体残疾矫治手术年
龄放宽到16周岁。她说，0-6岁儿童
处于最佳康复期，实施抢救性康复，
越早发现、治疗，康复效果越好，“我
们根据孩子的康复需求，随时审核审
批，随时救助。”

17个孩子戴上免费矫形器
今年我市计划为287名儿童提供免费适配矫形器服务

□记者 燕亚男 实习生 张晴文

本报讯 随着郑渝高铁的开通，市
民对增开往返老城区至平顶山西站
（高铁站）公交全线路的呼声日渐高

涨。市公交公司经过专题调研、反复
论证，并整合现有运力，于7月25日正
式开通高铁定制1号线（宝丰酒号）。

高铁定制 1号线（宝丰酒号）途经
建设路、长安大道、清风路、祥云路、翠

竹路、长安大道、平宝快速路。
新老城区停靠站点共有 11 个：大

营、建东小区、平棉纺织集团、电子时
代广场、平声影剧院、鹰城广场、焦店
立交桥、市交通运输局（广发银行）、市

政大厦、湖光花园小区、平顶山西站。
高铁定制1号线（宝丰酒号）为双层

大巴，全程票价3元（无人售票，仅限投
币、刷卡）。首班车7点从大营发车，末
班车17点出发，发车间隔30-45分钟。

我市高铁定制1号线（宝丰酒号）正式开通

老城区到高铁站有直通公交车啦

7月 24 日，市区园林路中段王庄农贸市场附近，新华区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此设立自行车、电动车禁停
点。据了解，设立禁停点的目的是为了缓解道路拥堵。截至目前，新华区内的光明路双丰商场、和平路步行街等

“卡脖子”路口均已设置禁停点。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卡脖子”路口设立禁停点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7月 23日，全国第二届徐
玉诺文化研究暨地域文学学术研讨会
在平顶山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社科院、
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和北
京大学、河南大学、（美国）南密西西比
大学等高校以及省内机构、高校的百
余名学者，线上线下围绕徐玉诺的文
学创作与文化影响、区域文学与文化
交流等，进行了深入研讨。

徐玉诺是河南鲁山人，是20世纪
初中国著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会的早期会员。1922年，他与朱自清、
俞平伯、郑振铎等8人一起创作了诗集
《雪朝》。徐玉诺也于当年出版了自己
的诗集《将来之花园》。

“徐玉诺的诗集《将来之花园》出
版已经100周年了，但它带来的文学震
撼和人生启迪，至今仍回响在大地
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勇
在致辞中说。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说，研究
徐玉诺对探讨地域文化发展可以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徐玉诺之后的许多作家、学者、
翻译家，在审美之路上延伸着徐先生
的传统。他们在凝视中原大地时所呈
现的那种语态和神色，拷问自我、拷问
世界的那种目光，有着惊人的相似
性。”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院长孙郁
以“从徐玉诺到阎连科”为题作了热情
洋溢的报告。

在随后的分会场研讨环节，100多
位学者分3个会场，从徐玉诺的生平事
迹、精神品格、作品语言特色、思想内
涵等出发，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主办方之一的平顶山学院党委副
书记袁桂娥说，此次研究会的成功举
办，为全面提升徐玉诺文化学术研究
的层次和水平，搭建起了一个多部门
参与、多层次人才沟通交流的平台，对
平顶山市和河南省乃至全国文化资源
的开发利用都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将来之花园》出版100周年

国内外百余名学者
共同“研讨”徐玉诺

●7月24日，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
到，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
长 12.7%，增速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6.6
个百分点和 2.4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1
位。 （燕亚男）

●7月22日下午，由中华预防医学
会主办、平顶山市疾控中心承办的“爱
婴行动之预防接种线上教育项目”平
顶山市启动会举行。 （王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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