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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霍邱县高塘镇高度重视消

费帮扶工作，2024年，该镇多措并举结

合日常工作开展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

兴，切实解决特色农产品销路窄，增强

产业帮扶能力，筑牢脱贫人口长效增收

基础，形成持续稳定、互利共赢的消费

帮扶长效机制。

立即开展行动。高塘镇通过召开

党委扩大会认真学习了解消费帮扶在

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认识恢复

和扩大消费、促进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

展的重要性，号召广大员工积极参与消

费帮扶工作，动员本土企业结合自身生

产经营范围发挥市场作用，为家乡土特

产销售提供平台。

加强宣传推广。高塘镇大力宣传

消费帮扶，通过发布倡议、专场活动、媒

体宣传等形式，充分调动各村、各企业

参与消费帮扶的积极性，广泛发动各级

组织、干部职工踊跃参与，营造“人人皆

可为、人人皆愿为、人人皆能为”的消费

帮扶浓厚氛围。

确保帮扶有效。高塘镇鼓励田远

甲家庭农场入驻832平台，帮助其售

卖本地土鸡蛋，大力支持田远甲家庭

农场参加农民丰收节；高塘镇通过购

买援疆援藏产品1.68万元助力消费帮

扶；高塘镇傅井村驻村工作队通过购

买本地稻米、油等农产品慰问脱贫户,

既带动产业发展，也提高了群众幸福

感、满意度。

下一步，高塘镇将增大对消费帮扶

的支持力度，增强消费帮扶的联农带农

效果，深度挖掘电商在消费帮扶中的作

用，确保消费帮扶做到实处。

（陈隽 全媒体记者 付梦林）

消费帮扶助力乡村振兴
霍邱县高塘镇——

在首都儿科研究所（以下简称“首儿所”）

儿童保健中心，有这样一个特色门诊——语言

言语门诊，是国内率先开设并诊治儿童语言言

语发育相关问题的专业门诊。

儿童语言言语障碍有何表现、如何干预？儿

童口吃如何治疗和训练？儿童语言干预应注意

哪些时间点？首儿所保健科副主任医师王建红

向中新健康介绍了语言言语门诊的情况，并解答

了儿童语言言语障碍症状及诊疗的相关问题。

儿童语言言语障碍有何表现？

据首儿所介绍，语言和言语障碍是儿童期

常见的发育障碍，可影响儿童将来的阅读、写

作、学习和社交能力。

语言发育迟缓、障碍主要表现为儿童的语

言发展异常、语言理解或语言表达落后于同龄

儿童语言水平；言语障碍是语言表达过程中清

晰度、流畅度、可理解度的异常，主要包括语音

障碍、嗓音障碍及流畅性障碍。

“在临床工作中，孩子经常因‘说话说得不

好’来就诊，但这种‘不好’需要分析具体情

况。孩子说话的内容不好，表达比较简单，这

种属于语言问题，而发音不清楚、不流畅，属于

言语问题，需要针对不同问题具体评估。”王建

红向中新健康介绍。

王建红表示，儿童开口说话晚，对语言的

理解、阅读和口语表达上的落后，发音不清、不

流畅等问题，都是语言言语门诊诊疗的范畴。

儿童语言言语障碍如何干预？

王建红建议，对于发育中的孩子，如果

家长对其语言言语发展情况拿不准，应到临

床门诊进行评估及筛查，一旦发育异常及早

干预。

她谈到，针对语言发育正常的孩子，家长

可以通过日常生活中与孩子一起仿读绘本，朗

读、阅读后叙述故事或情节，来提升其语言能

力。当然，一些孩子参加的适龄的主持人班、

阅读班，也可一定程度上提升其语言表达或理

解能力。

她介绍，在门诊中因“发音不清”就诊的孩

子，首先需要排除听力障碍、口腔畸形，同时评

估孩子的语言发展历程，还要针对其语音问题

进行测试，测试孩子是哪些语音说错了、错的

形式是什么，并指导家长和孩子如何训练错误

的语音。错误语音的训练通常从一个单音开

始，到一个音节，再到字、词、句子。

她还指出，特定性的语言、言语障碍是单

独的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但对于患有孤

独症谱系障碍或其他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的

儿童，语言言语障碍是其中一个表现，这不仅

需要对儿童进行全面评估，也需要对其语言、

认知、行为等进行系统的康复训练。

王建红表示，在语言言语门诊的诊疗中工

作当中，不仅对儿童的症状进行干预治疗，对

病因进行探究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对儿童进

行全面评估和临床指导。

据首儿所介绍，儿童语言-言语的发展会

受到各种因素影响，且病因错综复杂，涉及儿

童保健科、耳鼻喉科、神经科、康复科等多个专

业学科，规范化的诊治流程是为了寻找病因、

明确诊断、合理指导干预。

儿童口吃如何治疗和训练？

王建红表示，针对儿童口吃，家长和孩子自

身在生活中对口吃行为的监测是很重要的。通

过监测，可了解孩子语言表达中是否存在卡顿、

拖音、重复的情况及其出现的频次，是否伴随身

体变化，例如表达不流畅时是否伴随挤眼睛、耸

肩以及口、面部扭曲等，以此判断孩子的口吃程

度。同时需要了解口吃持续的时间，通常上述

症状持续半年以上，考虑存在口吃。

她介绍，口吃的发生机制是非常复杂的，

具体的干预方式也要结合儿童自身特点。如

果是“真正的”口吃，即在词语之间出现停顿，

或者在特定的发音之后出现卡顿，持续时间比

较长，自我控制调整差，就需要进行言语训练；

如果是发育性口吃，间断出现，持续时间短，并

能自我调控，则需要家长多与孩子沟通互动，

创造一个自然交流的状态，提高孩子的语用能

力，让孩子了解什么情况下使用什么语言，增

强提取词语的能力，生活中也需要家长多多描

述，帮助孩子扩展词汇量。

王建红强调，当孩子出现表达不流利的问

题时，一些家长会批评孩子，或者让孩子重复

不流利的话，可能会对孩子造成心理上的影

响，从而造成他们对自己的不认可或者社交

上的退缩。“家长应做好良好的示范，给孩子

合理的引导，不要因为说话不流畅的问题批

评孩子。”

她还指出，如果家里只有一个小孩子，其

他都是大人或年长的孩子，家人的语言能力、

语速远高于小孩子，可能会造成“高需求”的语

言环境。例如，家里人说话语速都比较快，而

小孩子的语速没那么快，就会受到周围语言环

境的影响，自动把语速加快，而小孩子对语言

或语音的加工及提取能力相对不足，会造成口

吃表现。“所以，评估口吃儿童家庭的语言环

境，是非常重要的。”

儿童语言干预应注意哪些时间点？

王建红指出，一些家长认为，孩子长大了

都能说话，或认为“贵人语迟”，没有对语言问

题早早进行评估和干预，如果孩子的语言问

题持续存在，将对其将来的社交和学业产生

影响。

她强调，儿童语言发育的黄金时期是0-6

岁，口语表达启动的最佳时期是0-3岁，应在

发育早期，就对语言发育问题尽早发现、及早

干预。

她表示，在0-1岁前语言发展期，如果孩

子出现了眼神交流、肢体交流或特定发声等非

口语表达能力的落后，就需要干预，加强对孩

子的眼神、肢体表达和口语刺激；在1岁之后

的语言发展期，如果孩子到了1岁半还不能有

意识地叫爸爸妈妈，到了2岁还不能说短语，

词汇量非常少，就需要干预和纠正了。

“在临床中，通常4岁前的语言发育问题

会诊断为语言发育迟缓，到了4岁之后，如果

孩子仍然存在语言发育问题，会诊断为语言障

碍。但建议对于语言发育迟缓的筛查及干预

要关口前移，尽早发现，及早干预，不要等到3

岁多、到了4岁再来看是不是语言发育问题。”

王建红表示。 （张钰惠 邵萌）

2月20日，铜陵市枞阳县枞阳镇光明社区的孩子们在社区图书室里阅览。为丰富学生的寒假生活，

枞阳镇所有村农家书屋、社区图书室向学生全面开放，让假期中的孩子们尽享阅读乐趣。

通讯员 王章志方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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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霍邱县长集镇坚持引导群众不断提升个人修养，利

用文艺队、宣传栏等方式大力宣传文化艺术，并定期举行戏曲、

书法培训班，为当地百姓注入了强大的精神气力，成为推动文化

振兴的源头活水。 （方德堃）

扎实推进乡村文化建设

近年来，霍邱县邵岗乡积极探索合作模式，通过综合采取投

资、委托加工、服务外包等方式，激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活力，有

效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截至目前，皖北煤电集团累计对该乡产

业投资360万元。 （吕文欢）

企业帮扶促振兴

近期，霍邱县三流乡不断丰富工作载体，通过巡查、走访、

建群的方式开展工作，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为

民服务本领，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变化，推动乡村振兴工作

落地生根。 （何家琪）

推动基层治理
助力乡村振兴

2月21日，为应对低温寒潮及雨雪天气，霍邱县花园镇动员

大批公益岗人员清扫道路桥梁积雪，并组织志愿者轮班值守人

流量、车流量较大的主干道路，维护交通秩序，保障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李猛）

全力应对低温雨雪天气

连日来，霍邱县长集镇开展冬季交通安全宣传，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摆放展板、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宣讲交通安全

法规，以及冬季冰雪雾等恶劣天气出行注意事项，助力乡村振

兴平安路。 （郑运鹏）

守护交通安全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