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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西工区税务局紧紧围绕“税收优
惠促发展 惠企利民向未来”第 31 个税收宣传月主题，立足实际、
精心筹划，在地铁1号、2号线中转站解放路站集中开展了税收宣
传活动。（如图）

活动中，该局青年税收宣传员深入群众中，在地铁站内面向
乘客宣传税费支持政策和便民服务举措，发放税法宣传手册，详
细讲解减税降费新政策、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等税收热点，
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多样的方式确保让大家听得明白。乘客们
表示，通过税务人员的讲解，对今年的减税降费政策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坐趟地铁也能有新收获。

下一步，西工区税务局将持续组织开展形式新颖、特色鲜明、
具有较强传播力和影响力的系列宣传活动，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全面与个性相结合，进一步扩大宣传范围、延伸宣传触角，充
分释放政策红利，为税收宣传月活动添力造势，用减税降费的政
策红利书写市场主体的“幸福账单”。 吴润泽 王源烨 文/图

税宣进地铁 惠企又利民
青年税务工作者：

日前，在位于洛龙区太康路与通济街交叉口的
琴心音乐教室里，腾讯独家音乐人翟飞翔正在构思
为洛阳谱写新专辑，不时将想法写在纸上。“我想通
过乐曲让更多人了解洛阳、来到洛阳。”谈及新专
辑，翟飞翔表示，准备把洛阳具有代表性的地标建
筑和人文情怀融入乐曲中。

29岁的翟飞翔是一名音乐爱好者，毕业于江西
师范大学钢琴专业。2016年，他辞掉外地工作，选
择返乡投身音乐事业。

万事开头难，创业起步时的艰辛令他难忘，但
也磨炼了自己的性格和毅力。经过两年咬牙坚持，
翟飞翔的音乐事业逐渐有了起色。目前，翟飞翔已
开了两家分店，学员近百人，上至60岁老人、下至4
岁幼童都成为他琴室的学员。随着琴艺的提升，他
在洛阳音乐圈逐渐小有名气。2020年，他和腾讯
签约，成为腾讯独家音乐人。

“能够将美妙音乐分享给更多人是我最大的乐

趣。”翟飞翔说，他将继续怀揣音乐梦想，抓住洛阳
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的契机，充分发挥洛阳平台优
势，让音乐梦想在这座城市生根发芽，成为洛阳青
年友好型城市的建设者、实践者和见证者。

●记者手记：

翟飞翔用他美妙的乐曲记录着自己的奋斗人
生。正因为有了无数个像翟飞翔这样的创业青年，
洛阳这座千年古都才会激发出强劲的律动。期待
更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来洛逐梦，相互成就、与洛
共鸣！

洛报融媒记者 吕百营 文/图

青年小档案

●姓名：翟飞翔
●年龄：29岁
●老家：洛阳
●工作岗位：琴心音悦艺术培训有限

公司负责人、钢琴教师

青年心声

既然选择返乡创业，就要尽己所
能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

钢琴教师翟飞翔：

“我想通过乐曲让更多人了解洛阳”

翟飞翔（后）在辅导孩子练习钢琴

适老化服务应跟上

新兴职业陪诊员在我市悄然兴起

“老人行动不便，子女又在外地
回不来，所以委托我们陪诊。”昨日一
大早，陪诊员梁小燕就去接她的客户
王玉兰（化名）。取号报到、抽血化
验、核磁检查……梁小燕在市中心医
院上上下下跑，两个多小时下来，王
玉兰对服务很满意，全程好评。

把王玉兰送回家后，梁小燕还
要代取检查报告单，跟医生进行线
上问诊、取药邮寄到家，这样一单的
工作才算结束。

梁小燕做这行2个月有余。因
为疫情，她被迫从旅游行业转行成
为一名陪诊员。说起这个新职业，
她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在深圳一
家从事陪诊行业的公司上班，在聊
天中她发现了新商机。

调研市场、摸索流程、了解政
策……有一定医学常识的梁小燕，于
2月开始尝试这一职业。陪诊员为有
需要的患者提供陪诊服务，包括代挂
号、代取药、代取报告、陪同检查等，收
费价格为半天200元、全天300元。

“很多人说我们就是排排队、跑
跑腿，那可是把我们说小了。”梁小燕
说，老人、孕妇、未成年人、残疾人等
看病，需要有人同行，家人若没有时
间，就得找人帮忙。一些医院越建越
大、科室越分越细，各种设备越来越

“无人化”，挂号、问诊、检查、缴费、取
药，先到哪里，后做什么，有个熟悉流
程的人陪诊，可节省不少时间。

数据显示，我国独居和空巢老
人数量已达到 1.18 亿名，残疾人数

量超过8000万名。而医院的医生
和引导员数量有限，无法为病人提
供更细致的服务。两相对比之下，
陪诊员的潜在市场的确不小。

采访中记者发现，目前这项服
务的消费需求并不稳定。“虽说一
单能挣两三百元，甚至好几百元，
但是几天接不到单也是家常便饭。”
梁小燕说，目前陪诊员在洛阳的知
晓度还不高，她的服务对象主要是
自己身边的朋友、熟人。不仅如此，
与她一起从事陪诊行业的仅有 5
人，其中3人还为兼职，更多人对这
一行业持观望态度。

走访中记者还发现，虽然多数患
者对这一行业颇为认可，但真正要下
单消费还心存疑虑。家住涧西区友
谊苑小区的张奇说：“医院引导员、志
愿者的服务满足一定需求，加之老年
人消费观念所限，几百块钱有点难以
接受。”

“新兴行业服务水平成为民众
观望的主要原因。”社会学家安锋

说，比如，相关行业准则、规范、标准
等缺乏，服务机构准入门槛、服务内
容及收费标准等尚不明确，从业人
员资质水平、专业能力参差不齐
等。这导致出现人们既想购买陪诊
服务，又担心遇到骗子、花费是否物
超所值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梁小燕说，自从业以来虽然接
触的都是身边朋友，但她始终把专
业性放在重中之重，新陪诊员上岗
须进行专业培训。如果服务水平太
低，或者在服务过程中给病人、家属
推销产品，额外加项收费，会把这个
新行业扼杀在摇篮中。

洛阳理工学院社区管理专业教
师成曦表示，陪诊员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社群健康服务体系的形成。未来，
他们可以和社区深度融合，成为服务
社区、惠及民生的“利剑”。此外，对
于医院来说，设备越来越“智能化”、
流程越来越“无人化”等对老年人
表现出的“不友好”成为亟待解决
的问题。洛报融媒记者 贾臻 文/图

陪诊服务需求旺陪诊服务需求旺

非物质文化遗产珠绣
代表性传承人李慧：

针起珠落，三两下之间，一小朵灵动的珠绣
牡丹花便出现在绸布上……昨日，非物质文化遗
产珠绣代表性传承人李慧，拿着绣针手指熟练地
游走其间。

珠绣起源于唐朝，鼎盛于明清时期。从舞
台上珠光宝气的戏服，到妇女的头饰、衣服、珠
花等，珠绣品由一粒粒的珠子串联而成，具有
较高的美学、文化、经济、社会价值。

“我的老家在山西长治的大山里，我小学的时
候就跟着家人学绣花了。”李慧笑着说道，如果从
拿起绣花针就开始算，她的“绣龄”已接近30年。

2016年，李慧来到洛阳发展。2019年，李
慧的珠绣入选瀍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
让她的肩上多了份责任。

“传统技艺需要传承创新，才能‘活’得更
久。”在李慧看来，传统文化只有融入当下的生
活，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她秉承传承创新的
思路，创作的珠绣品将传统与时尚相结合，还
将牡丹等洛阳文化元素融入作品，兼具艺术性
与实用性，颇受年轻人青睐。

以针为笔，以珠为墨，以布为纸，创作出无
限可能。如今，35岁的李慧作为非遗传承人，
不遗余力地宣传珠绣技艺，吸引越来越多年轻
人学习传统文化。

洛报融媒记者 李冰 通讯员 栾海宁 摄

指尖珠光璀璨
绣出非遗之花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李雅君 通讯员 张珂）昨日，洛报融媒
记者从团市委获悉，为团结引领全市广大青少年坚定跟党走、建功新
时代、奋力走好洛阳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共同庆祝建团100周年，团
市委出台“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实施方案。

■开展组织化学习
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结合庆祝建团100周年，以团支部、少先

队中队为基本单元，开展组织化学习，计划全年组织化开展专题学
习教育，通过座谈会、培训班、交流研讨等多元化活动方式，带领各
级团组织和青年群体深入学习相关精神。

■组织好群众性理论宣讲
继续组织青年讲师团、红领巾巡讲团、青联大讲堂等各类青年

宣讲团深入基层，让党的声音最广泛地直达青少年。
■做好系列理论学习
持续开展“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红领巾爱学习”网上系

列队课活动。
■开展主题团日活动
普遍性开展学习座谈、征文演讲、参观寻访等类型的主题团日

活动，发动各级少先队组织广泛开展“红领巾寻访”活动和“寻访身
边的青年榜样”等活动，让他们主动学习、愉快学习。

■开展实践建功活动
通过开展“喜迎二十大，青春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引导

团员立足岗位创新创效创优，发挥青年突击队、青年志愿者、青年文
明号等“青”字号品牌项目功能，激发青年创新智慧、创业激情和创
优动力。

此外，将持续关注各年龄阶段的青少年成长，持续开展“我为青
年办实事”活动，做好促进大学生就业、青少年困难帮扶等相关工
作，围绕青少年的思想关切和现实需求，突出问题导向，强化解疑释
惑，着力提升他们的获得感、成就感和参与感。

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团市委出台方案要求——

关注青少年学习成长
激发创新奋斗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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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燕在帮客户挂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