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健康与安全 责任编辑：窦立敏 邢艳霞  美编：张静  校对：刘凯晶
2023 年 7 月 21 日    星期五

╬╬

╬╬

╬╬

╬╬

夏季气温高、湿度大，有利于病原菌

的繁殖，污染食物的可能较大，是肠道传

染病的高发季节。

肠 道 传 染 病 主 要 表 现 有 腹 泻、恶

心、呕吐、腹痛、食欲不振等，是人们生

活中常见的症状，迁延不愈可能会引起

营养不良、贫血、身体抵抗力下降，严重

的可以导致脱水，极个别病例甚至有生

命危险。

如何预防肠道传染病
注意饮用水卫生。高温可杀灭致病

微生物，饮用水需煮沸后再饮用。

讲究食品卫生。食物要生熟分开，避

免交叉污染。吃剩的食物应及时储存在

冰箱内，且储存时间不宜过长，再次食用

前，需要加热至热透，因为冰箱低温只能

延缓细菌生长，并不能灭菌。尽量少食用

易带致病菌的食物，如螺蛳、贝壳、螃蟹

等水产品，尤其不在流动路边摊吃海鲜，

不要生吃、半生吃水产品。各种酱制品或

熟肉制品在进食前，应重新加热。凉拌菜

可加点醋和蒜。

培养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注意手

卫 生，平时 常 洗 手，饭前、便 后手 要 洗

净；不暴饮暴食，不吃 腐败、变 质的食

物，生食食物一定要洗净，尽量减少生冷

食品的摄入；对养有宠物的家庭，一定要

搞好宠物的卫生，同时要告诫孩子不要自

己一边吃东西一边喂宠物。

减少与传染病病人的接触。尽量减

少与肠道传染病病人的接触，病人用过

的餐具、水杯、便器、卧具等注意清洗消

毒，避免疾病的传播。

平衡膳食。调节饮食结构，平衡膳

食，合理营养，提高机体免疫力。加强身

体锻炼，增强抵御疾病的能力，注意劳逸

结合。根据气候变化，及时增减衣服，避

免着凉感冒。

勤洗勤换。衣被、用具要勤洗勤换，

注意居室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新。

出现了腹泻症状怎么办
肠 道传染 病最 典型的 症状 就 是 腹

泻，如果出现了腹泻症状怎么办？

不提倡禁食禁水，宜进食清淡、易消

化的流质或半流质食物，症状好转后逐

渐过渡到正常饮食。

如果腹泻病情不重，一般通过调整

饮食、休息、对症治疗，2-3天内症状即

可 改善；腹泻严重者，尤其出现 脱 水、

高热等较严重症状的，或免疫力低的小

儿、老人腹泻，应及时到医院肠道门诊

就医。

到肠道门诊就诊的患者，可用干净

的小盒子或保鲜袋留取新鲜的大便标本

送医院化验，以便医生有针对性地进行

治疗。

近日，北京市司法局发布《北京市燃气管理

条例》普法宣传挂图，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

哪些规定与你我相关。

禁止在燃气使用中有下列行为

根据《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的

规定，在使用燃气的过程中禁止做出以下行为：

（一）向未取得本市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

个人购买燃气；（二）向签订供用气合同以外的单

位或者个人购买燃气；（三）利用气拖倒装燃气；

（四）摔、砸、滚动、倒置气瓶；（五）加热气瓶，

倾倒瓶内残液或者拆修瓶阀等附件；（六）实施

影响燃气计量表正常使用的行为；（七）在安装

离气计量表、阀门等燃气设施的房间内堆放易燃

易爆物品、居住和办公，在燃气设施的专用房间

内使用明火；（八）发现燃气设施或者用气设备

异常、燃气泄漏、意外停气时，在现场使用明火、

开关电器或者拨打电话；（九）将燃气管道作为负

重支架或者电器设备的接地导线；（十）无正当理

由拒绝入户安全检查，或者拒不整改用气安全隐

患；（十一）安装、使用国家和本市已明令淘汰或

者已超出使用年限的用气设备；（十二）其他危害

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燃气使用行为。

居民用户有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数第（一）

项至第（九）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情形

之一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下罚款。餐饮经

营者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的，除遵守前款规定

外，不得违反国家和本市有关餐饮经营者瓶装液

化石油气安全使用条件中的强制性要求。

禁止侵占、毁损 
擅自拆除、改装、安装或者移动燃气设施

根据《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的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损，擅自拆

改装、安装或者移动燃气设施。

燃气供应企业对燃气门站、储配站、区域性

调压站、燃气供应站、市政燃气管道等燃气设施

进行拆除、改造、迁移的，应当到区城市管理部

门办理燃气设施改动行政许可手续。

燃气供应企业改动燃气设施，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

（一）有改动燃气设施的申请报告；（二）改

动后的燃气设施符合燃气发展规划、安全等有

关规定；（三）有安全施工的组织、设计和实施

方案；（四）有安全防护及不影响燃气用户安全、

正常用气的措施；（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的其他条件。

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燃气设施改动

申请之日起十二个工作日内，依照法定程序作出

行政许可决定。

燃气供应企业应当按照行政许可决定的要

求实施作业。

个人 擅自拆除、改 装、安装或者移动户内

管道燃气设施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下罚

款；侵占、毁损，擅自拆除、改装、安装或者移

动户外燃气设施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

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侵占、毁

损，擅自拆除、改装、安装、移动燃气设施或者不

按照燃气设施改动许可的要求实施作业的，由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

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罚款。

存在安全隐患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

可以指定燃气供应企业代为采取改正措施，相

关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行动不便、居家卧床的老人如何便利就医？线上

监测、线上问诊、线上结算、线上查报告……马家堡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套智慧“组合拳”，为居民提供了

“四省服务”—省时、省事、省力，又省心。

监测，在家测，随时测

在 马 家 堡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一层 的“健 康 小

屋”，巨大显示屏占据了整面墙壁。屏幕显示，丰台区

“健康大脑”智慧监测系统正在运行。

屏幕上，显示着一张辖区内各社区的分布图，每

个社区都头顶一个数字。中心主任陈应军介绍，这其

实是一张健康风险预警图，而这个数字则是社区内存

在健康风险人群的人数。陈应军点开“互联网+远程

血压、血糖监测管理”的分选项，一个更加细致的数

据系统跃然眼前，一列一列的患者实时血压、血糖数

据持续跳动、更新着。

“红色标志的就是血压、血糖异常的患者，我们

将对其进行指导和干预。”而从数据来源看，除门诊患

者外，还有一部分显示来源为“家庭”。陈应军解释，

医院为行动不便、无法到院，但需要健康监测的老年

患者准备了远程监测设备，“血压、血糖仪器里安了一

个智能芯片，可以自动把测出来的数据传回医院，家

医在线就能查看”。

家住丰台区嘉园二里的赵希敏阿姨对这种远程监

测的方法赞不绝口。赵阿姨今年68岁，家中还有年逾九

旬的老父老母。曾经，带老人检查身体是让赵阿姨“打

怵”的事。但自从这两年有了“智能设备”，赵阿姨再也

不愁了。“我们全家人每天至少测两次，结果实时就发

到手机上了。”赵阿姨打开手机短信，“智慧家医”不仅

向她报告了监测结果，还对她提出了健康建议。

问诊，通过手机就能“面诊”

“李大夫，老伴儿血压有时候高、有时候低，怎么

回事啊？”社区医院全科医生李颖利用出诊的间隙，接

了她的老患者马叔叔的“单”，通过视频问诊的方式，

为马叔叔一家解决了问题。

马叔叔今年64岁，精心照顾因脑溢血、脑梗而失

能卧床的老伴儿已经23年了。这几天，老伴儿血压有

些不稳，让他有点担心。李颖详细询问了老人的情况，

给老人吃下了定心丸—“叔，先别担心，夏天血压

略有不稳是常见的情况。看阿姨的监测值，其实还可

以”。李颖建议老人保持舒适的室温，先密切监测和观

察血压情况，“如果情况持续或加重，我们过去一趟，

上门给阿姨调药”。

“线上问诊挺好，省得一趟一趟跑医院了。”马叔

叔说，因为老伴儿有较为严重的基础病，所以他格外

关心、关注她的健康状态，生怕一个不注意，小毛病带

来大麻烦。“线上预约就能把社区医院的大夫请到家

里来看病。通过线上咨询、视频问诊，随时都能让大夫

给瞧病。没有大毛病，还往大医院折腾啥？”

查结果，取报告不再“跑医院”

家住马家堡街道北甲地路15号院的张大爷今年

67岁，两个月前，他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查出了胆囊息

肉。他将检查结果发给了自己的家医李渊大夫，在医生

的建议下，他来到社区医院进行了进一步的体检。

检查过后，张大爷在手机上收到了结果。今年社

区医院不仅新增了CT、B超等检查项目，手机端还新

增了在线查阅检验、检查报告和影像资料的服务。

张大爷打开“马家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微信服

务号，点开“报告查询”选项，里面罗列了他近一年内的相

关报告和信息。“取结果都不用跑医院，省了不少事儿。”

“以前瞧病、检查我总爱坐公交往宣武医院跑，

现在大部分问题在家门口都能解决。”张大爷又提出：

“以后要是在大医院初诊，也能在社区医院复查，那

就更好了。”

还需探索多种付费渠道

老小区多、老人多，看病就医的便捷性，就显得尤

为重要。

智慧服务、智能设施的效果如何？从门诊血糖达

标率就能一窥端倪—在实施实时智能监测前，仅为

约40%。而系统启用后，达标率提升至60%至70%。

为解决居家老人、失能老人就医难的问题，该中

心通过技术手段打通了医保、医药和医院三方的信息

系统，率先实现了线上问诊、上门送医送药、上门支付

的服务闭环，但记者发现，除医事服务费部分可实现

在线医保分解、结算外，药费等老年人看病就医“重

头”费用的结算，还有赖于社区医院的医务人员背着

便携设备“两头跑”。

陈应军坦言，这无形中增加了医院的人力负担，

也削减了服务效率。如何能更有效率地推进、提高社

区老年医疗服务的便捷性，还需相关部门的进一步政

策扶持。

日前，有关部门也表示，未来三年内将着力为就

医患者提供多种付费渠道。相信不久的将来，“先诊疗

后付费”“一次就诊一次付费”“移动线上付费”等付

费新形式的出现，也将为社区老年患者的看病就医带

来更多便利。

■ 来源：北京日报

肠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 
有效预防 安然度夏

线上监测、线上问诊、线上查报告，“健康大脑”智慧监测系统正在社区医院运行

老人在家测血压血糖 手机隔屏就能

暑假时间长、天气热，孩子容易出现生活不规

律、缺少户外活动、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等情况，易

发生近视或近视程度加深。家长朋友们要特别注

意呵护孩子的视力健康。

增加日间户外活动

积极引导、支持和督促孩子进行日间户外活

动；保证孩子每天日间户外活动至少2小时，每周

累计不少于14小时；户外活动要避开午后高温强

晒时段，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

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

培养和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

持续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提醒孩子在进行30分钟

读写后进行户外活动，或远眺约10分钟以缓解眼

疲劳；按需科学规范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控制非学

习目的使用电子产品时间（每次不超过15分钟）；

阅读、书写时保持正确姿势，不在走路、吃饭时看

书或使用电子产品。

参加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

鼓励支持孩子参加各种形式的体育活动，督

促认真完成暑假体育作业，掌握1-2项体育运动

技能，引导养成终身锻炼习惯。

引导孩子规律作息

引导孩子规律作息、保障充足的睡眠时间； 

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每天睡眠时间分别不少于

10、9和8个小时。

提供友好的家庭室内照明与采光环境

保证孩子书写、阅读时光照强度适宜，如室内

光线不足要及时开灯；晚间学习时除使用台灯外，

还应打开室内顶灯，保证周围环境光照充足。

及时调整桌椅高度

参照中小 学 课 桌 椅尺寸表（GB/ T 3 9 76 -

2014），检查调整孩子书桌椅高度。

饮食规律、营养均衡

引导孩子不挑食、不偏食，多吃蔬菜水果，适

量摄入鱼类、豆制品和鸡蛋等优质蛋白，也可适

量食用胡萝卜、蓝莓等富含对眼睛有益维生素的

食物；尽量让孩子少摄入甜食、碳酸饮料和油炸

食品。

主动关注孩子眼健康

有意识地不定期观察或主动询问孩子是否有

歪头视物、频繁眯眼、挤眼、眼睛干涩、异物感等

症状，如有以上症状，休息后不能缓解，要带孩子

去正规医疗机构就诊，不迷信偏方、秘方，切记，

近视不可治愈。

定期进行视力检查

可带孩子去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视力检查；了

解未近视孩子的剩余远视储备量及已近视孩子的

近视度数变化情况，及时科学评估孩子的视力状

况；当发现孩子远视储备不足或者近视加深时，要

积极采取措施，科学防控近视。
■ 文/王路 

小心孩子暑假视力“狂飙”“狂飙”

“面诊”“面诊”

燃气管理不容疏忽 安全生产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