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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

成15个督导组对各区市森林防火进行

督导检查，持续发现数处火灾隐患。

其中，莱阳市老寨山保护区北卡

口值守人员交接不规范、接班人员未

到上任值守人员已离开；栖霞市后野

村西北进山路口无人值守；龙口市东

竹园村东路口喇叭没电；长岛综试区

气象山防火点进出山登记有漏记现

象；海阳市桃李村北、桃李东山板房、

龙头村北板房、马格庄村北水库等卡

口进山登记不完善；莱山区岱山社区

检查站值守人员数量不足；福山区葛

家庄路卡卡口和蓬莱庄路卡 2 卡口

金属探测仪无法正常使用，蓬莱庄路

卡 2无人值守，王村路卡 2登记表填

写不规范；黄渤海新区谭家攀枝花大

街卡口宣传音响无法播放。

多个区市督导整改
防火“微隐患”

今年以来，龙口度假区坚持从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实际出发，创新四项
机制，狠抓工作落实，奋力打造全时全
域整洁人居环境，收到了良好成效。

创新网格化管理机制。龙口度假区
按照辖区村庄分布，将村内和村外、群众
房前屋后和村内公共区域统筹考虑，合
理划分成12个大网格区域和33个小网
格单元，每个大网格区域由1名村干部
牵头负责，每个小网格单元由1名保洁
员和1名党员或村民代表具体负责，共
同做好网格范围内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
群众的宣传发动、日常清扫保洁和维护
等工作，实现了辖区人居环境整治网格
管理、力量配备、清扫范围全覆盖，有效

消除了管理过程中的盲区和死角问题。
创新常态化整治机制。人居环境

整治，功夫必须下在平常。龙口度假区
在日常环境整治工作中，坚持做到小网
格单元内的保洁员每日对负责的区域
进行普扫清理、网格单元内的1名党员
或村民代表每日进行督办并协助保洁
员做好群众工作，大网格区域的村干部
每周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问题整改，区
片组织力量每月进行一次观摩评比和
现场督办，通过常态化的整治措施，有
效解决了以往人居环境整治-反弹-再
整治-再反弹的问题，实现了区域环境
天天整洁。

创新长效化督改机制。龙口度假

区将每月检查评比中发现的问题建立
跟踪督改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对点上
的问题，直接交给小网格单元的保洁员
进行限时清理，清理效果与保洁员的工
资挂钩；对面上的突出问题，由村级拿
出具体长效的整治方案，适合绿化的进
行绿化，适合硬化的进行硬化，适合景
观打造的进行景观打造，通过一次性的
彻底整治，达到长久保持、长期见效的
目的。今年以来，度假区先后对村内的
2处建筑垃圾堆放场进行了覆土绿化，
对86处拆违后的场地建设了微花园、
微菜园，对5处垃圾杂草丛生的边角地
带进行了景观打造，不仅实现了由乱到
治、变废为景，也为群众打造了休闲放

松的好去处。
创新信用化激励机制。为有效调

动群众的积极性，龙口度假区将信用激
励机制融入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由
片村两级共同制定群众房前屋后的整
治标准，并通过网格员入户宣传、微信
群推送和现场示范等途径，让群众知晓
整治的标准。同时，在村内建立定期评
比公示机制，由片村组织每月对群众的
房前屋后进行评比，对连续三个月达标
的农户确定为环境信用户，由村级张榜
公示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此举有效
调动起了群众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主
动性，形成了家家参与、户户行动的浓
厚氛围。 程琰

创新机制精细管理

龙口度假区打造全时全域整洁人居环境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黄钰峰 通讯员 宋
蓉 刘印）吃山楂、柿子竟然能得胃石症？近日，记者
在烟台市中医医院脾胃病科采访时发现，这种病例屡
见不鲜。

“大夫，我这胃疼得厉害，而且还很胀，这怎么办
啊？”20日上午，25岁的丽丽（化名）来到了烟台市中
医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医师考延磊的门诊上寻求帮
助。“我这几天胃口不好，早晨寻思吃几个山楂开开
胃，刚吃完一个多小时肚子就开始疼了。”

考延磊询问病史后，初步判断丽丽（化名）应该是
患上了胃石症。经过胃镜检查后，确实发现胃内产生
了大块结石，通过内镜下碎石治疗后，病症得到了缓
解。

“最近这段时间，胃石症患者一个接一个，大部分
都是因为吃山楂、柿子导致的。”吃山楂和柿子还能让
胃里“长石头”？没错。考延磊说，柿子和山楂中含有
大量的鞣酸、树胶、果胶及膳食纤维，如果空腹吃山楂
柿子，或进食大量未成熟的柿子，鞣酸就有可能和胃
酸相结合发生反应，形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鞣酸
蛋白、树胶、果胶能把柿核、蔬菜植物纤维黏合在一
起，在胃内积聚形成固体性的团状，从而形成胃石。

考延磊说，得了胃石症，患者一般会出现上腹部
阵发性、痉挛性疼痛，还可能伴有烧心、反酸、恶心、呕
吐等症状。胃石较大时，在胃内不能自行排出，长期
与胃黏膜接触摩擦，就容易引起幽门梗阻、胃溃疡、消
化道出血、胃穿孔等严重后果，甚至还可能引起肠石
性梗阻，因此，胃石症不容小觑。

那山楂和柿子到底怎么吃？考延磊说，科学地进
食山楂、柿子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空腹、饮酒后是不
能食用柿子的，在空腹或饮酒后状态下，胃酸分泌量
增多，山楂、柿子中的鞣酸更容易在胃酸的作用下形
成胃结石。食用时也不可过量，少量食用，就算形成
胃石，因体积小也会自行排出体外，如果大量食用，可
能会形成巨大胃结石，且不能自行排出，从而产生较
大危害。同时，不能与高蛋白的食物同食。因为山
楂、柿子中的鞣酸，在胃酸作用下与蛋白质结合容易
凝固成块形成结石，因此不能与高蛋白食物如蟹、鱼、
虾、牛奶、鸡蛋共同食用。除此之外，例如食管、胃术
后患者以及老人、儿童等胃肠动力较差的人群也应该
谨慎食用。

25岁女孩胃里长满石头

原是山楂柿子惹的祸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
员 张倩）随着一轮轮热浪来袭，气温逐步提
升。近日，芝罘区卫计监督所发布职业健康
查体提醒，从事高温作业要进行职业健康检
查。

在接受采访时，芝罘区卫计监督所监督
一科科长姜鑫提醒，劳动者如上岗前经职业
健康检查发现患有职业禁忌症，则不能从事
高温岗位工作。如在岗期间经职业健康检查
发现患有职业禁忌症，根据《用人单位职业健
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应调离
或暂时脱离原工作岗位。但需要注意的是，
普通体检不能代替职业健康检查。

那么，需要多久进行一次高温作业的职
业健康检查呢？“根据《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
范》规定，高温作业的职业健康检查周期为1
年，应在每年高温季节到来之前进行。”除了
每年的高温职业健康检查外，那些因意外或
事故接触高温可能导致中暑的职业接触人群
（包括参加事故抢救的人员），或高温季节作
业出现有中暑先兆的作业人员，还应做好应
急职业健康检查，确保无职业性中暑的发生。

“目前，很多岗位上都存在着高温的职业
病危害因素，但高温的危害却没有得到部分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有的重视。”姜鑫说，只
有重视高温的职业健康检查，掌握自身健康
情况，发现职业禁忌症及时调岗，才能充分保
障广大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用人单位应
当认真落实各项防暑降温措施，切实保障劳
动者的健康及其相关权益。

对于相关领域的劳动者，姜鑫在采访中
支招建议，如果用人单位在组织健康检查中
有违规行为，劳动者可以向工会寻求帮助，工
会组织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及时改正，“劳动者
还可向卫生行政部门举报，由卫生主管部门
采取责令用人单位整改、行政处罚等措施，依
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芝罘卫监“支招”高温下的打工人——

勿忘职业
健康查体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讯员 谭晓
丹）近日，记者从烟台市卫生监督所了解到，5月起，
我市卫生监督部门针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治理难点
和突出问题，组织实施卫生监督执法“蓝盾行动”。

据介绍，此次行动主要包括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
物处置专项监督检查、中医诊所及中医养生机构专项
整治、游泳场所卫生安全专项执法行动、自建设施供
水卫生安全专项执法行动、职业卫生送法助企专项行
动、新冠感染疫情信息报告及预防接种专项监督检查
等六个卫生健康领域专项行动。

其中，将开展以“规范医疗废物处置，提升卫生监
督效能”为主题的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处置专项监
督检查。通过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处
置进行监督检查，落实《医疗废物分类目录》（2021年
版），提高医疗废物处置信息化监管水平，进一步规范
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安全管理，防止疾病传播，保护环
境，保障人民健康。

开展以“规范中医服务行为，提升卫生监督效能”
为主题的中医诊所及中医养生机构专项整治。通过
对中医诊所、中医（专长）医师、中医养生机构执业行
为进行监督检查，进一步加强备案制中医诊所和中医
（专长）医师的监督管理，强化机构行业自律，促进中
医诊所规范化发展，提高中医（专长）医师依法执业意
识，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打击非法开展中医诊疗违法
行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

开展以“规范游泳场所卫生管理，提升卫生监督
效能”为主题的游泳场所卫生安全专项执法行动。通
过对游泳场所卫生安全进行监督检查，进一步贯彻落
实《传染病防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有关卫生标准、规范，加强游泳
场所卫生安全监管，消除问题隐患，防止传染性疾病
等健康危害事故的发生，保障游泳者健康权益。

开展以“规范供水卫生管理，提升卫生监督效
能”为主题的自建设施供水卫生安全专项执法行
动。通过对自建设施供水单位全面摸排及全覆盖监
督检查，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强化供水单位卫生
安全措施落实，消除卫生安全隐患，保障群众饮水卫
生安全。

开展以“助力企业健康发展，提升卫生监督效能”
为主题的职业卫生送法助企专项行动。通过开展送
法服务、推进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落实建设项目
职业病危害治理和探索非现场监督模式等工作，提高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意识和能力，帮助企业从源头控
制职业病危害风险，提升职业卫生监督效能，保护劳
动者健康权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我市全面开展卫生监督“蓝盾行动”

重拳出击6个卫健领域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饮用水？

“电解质水”不作为正常人群饮用水

烟台市疾控中心专家指出，良好的饮用水
应符合以下几点要求：一是干净，不含致病菌、
重金属和有害化学物质；二是硬度适中，含有
适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三是含有新鲜适量
的溶解氧；四是偏碱性的，水的分子团要小，活
性要强。同时，专家提醒市民喝水不要踏入5
大误区。

误区一是片面强调水中矿物质，不少人认
为，矿物质含量越高越好，其实不然。饮用水
中应该含有适量、平衡的矿物质，但当水中
矿物质含量超标时，会危害人体健康。误区
二是认为水越纯越好，但事实上，长期饮用
纯净水会导致身体营养失调，大量饮用纯净
水，会带走人体内有用的微量元素，降低人
体免疫力，易引发疾病。误区三是喝水仅为
解渴，有调查显示，人们喝水时往往忽略了
水的营养及保健功能。干净、安全、健康的

水是最廉价、有效的保健品。水在体内能将
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无机盐
等营养物质稀释，以便于人体吸收。误区四
是饮料等于饮用水，有些人喜欢把饮料当作
饮用水，但水和饮料在功能上不能等同。由
于饮料中含有糖和蛋白质，又添加了香精和
色素，饮用后不易使人产生饥饿感。因此用
饮料代替饮用水，不但起不到给身体“补水”
的作用，还会降低食欲，影响消化和吸收。
误区五是把医疗用水当饮用水，目前在市场
上可以看到一些名为“电解水”和“富氧水”
的饮用水，严格地说，这些都属于医疗用水，
不能作为正常人群的饮用水。

什么时候喝、喝多少？

运动期间补水应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除了要正确选择饮用水，何时补水、补多
少也很关键。专家提醒，一般清晨起床时是身
体补充水分的关键时刻，150-200毫升是比较
合适的饮水量。另外，运动时间也应科学补
水，为提高运动能力，运动前2-3小时，适当地
补充水分，分2-3次摄入300-400毫升白开
水、矿泉水或盐水。运动前0.5-1小时补水，
应遵循“少量”原则，一般补充150毫升白开水
即可。饮水量过多，导致大量的水留在胃中，

影响膈肌升降，不利于发挥理想的运动水平。
而运动中补水也应遵循“少量多次”原则，根据
运动持续时间、剧烈程度以及个人出汗量，每
次补充100-200毫升含电解质的饮品或温开
水（出汗多可以适当加点盐），及时补充因大量
出汗而流失过多的钠、钾等电解质。

运动后补水更有讲究，一般长跑等高强度
的剧烈运动后，容易出现口干、口腔分泌物粘稠
等现象，建议运动后先喝水漱漱口，但运动后不
能一口气喝太多的水，每次控制在200-300毫
升。一次性饮水过多，体内钠盐浓度降低，钠
代谢平衡水平失调，会发生肌肉抽搐的现象。
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当运动持续时间不足一
小时，或运动强度不高时，电解质的流失量一
般不需要专门补充，此时饮用白开水或矿泉水
即可达到解渴和补充水分的目的；当运动持续
一个小时以上，且运动强度较高时，宜饮用适
量的运动饮料或添加了食盐的水作为补充，
帮助人体中钠、钾水平恢复平衡。

YMG全媒体记者 张苹
通讯员 王朝霞 曾颖雪

夏季来临，如何正确饮水？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
讯员 唐元禄 摄影报道）为进一步保障
学校饮用水安全，确保学校传染病防控
科学、规范，切实提升学校卫生工作水
平，落实监管职责，5月18日烟台市卫生
和计划生育监督所联合福山区卫生和计
划生育监督所对福山区东厅小学进行专
项监督检查。

卫生监督人员介绍，此次联合检查
主要围绕学校生活饮用水管理情况、学
校的教学环境、学校传染病防控制度建

立及措施落实情况三方面展开。
在对学校生活饮用水管理情况检查

时，监督人员重点检查了包括自备井周边
环境、消毒方式、水质检测报告、学校饮用
水卫生管理档案、是否配备专（兼）职供水
人员、涉水产品是否索要卫生许可批件、
检验报告、合格证等情况；深入学校的教
学环境检查时，查看了教室采光照明、黑
板照度，现场测量计算了课桌椅高度、教
室人均面积等数据；联合检查组详细查看
了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疫情报告人聘

书及传染病疫情报告履行情况，查验了
因病缺勤、复课证明等台账。

监督人员介绍，通过现场检查发现，
学校饮用水卫生管理档案较为齐全、教
学环境较为良好、传染病防控工作比较
到位，但仍然存在部分制度不够完善等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卫生监督执法人
员现场进行了指导，并依据《学校卫生工
作条例》《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责
令学校限期改正。

市区两级联合进校

直击学校卫生管理漏洞

“大夫，我持续一个月感觉头晕了，这是咋
回事？”日前，在烟台业达医院眩晕门诊，神经
内科主治医师王晓伟正在为患者检查。

王晓伟对患者进行了详细的神经系统体
格检查，结合影像学检查彻底排除了脑梗死、
梅尼埃病等相关疾病，最终判断患者头晕是
耳石症引起的，结合神经系统查体中的闭目
难立征及诱发试验，判断出耳石颗粒的具体
位置，给予患者手法复位后，患者头晕很快好
转。

耳石症学名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以
反复发作的位置性眩晕或头晕为特征，表现为
当头部变换位置处于某些特定体位时出现短
暂性眩晕或头晕，多伴有特征性的眼震。正常
情况下耳石位于椭圆囊或球囊内，一些致病因

素导致耳石脱落进入半规管内，当体位或头位
变化时脱落的耳石颗粒会随着半规管内的淋
巴液运动，刺激内耳毛细胞，从而引起眩晕或
头晕。耳石颗粒脱落进入不同的半规管会引
起诱发体位不同的头晕，由于重力的作用，耳
石颗粒多脱落进入后半规管，表现为躺起、低
头、后仰及翻身时眩晕或头晕发作，少部分耳
石颗粒脱落进入水平半规管，表现为水平转头
时眩晕或头晕发作。

“典型的耳石症发病表现为头部位置发生
变化时，出现剧烈眩晕，伴有眼球震颤，恶心、
呕吐等，耳石颗粒长时间不能复位，部分病人
可感到持续性头昏头沉，发作性眩晕，且会有
走路时头重脚轻，漂浮感和不稳感。”王晓伟介
绍，耳石症的治疗方式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三

类，分别是手法复位、机器复位和适用于轻型
耳石症的药物治疗。“在机器复位过程中，患者
会感到剧烈头晕、恶心和呕吐，相当一部分病
人不能耐受，且花费较多。因此我们一般推荐
经典方法，也就是通过手法进行耳石复位治
疗，症状缓解较快，治疗效果也比较好。”王晓
伟说。

王晓伟耳石复位的手法小有名气，不少
患者慕名而来。只见王晓伟让患者仰面躺
下，反复多次旋转头部，对患者进行复位治
疗。“转动头部是为了寻找耳石的位置，通过
一定角度让耳石归位，这需要医生多年的经
验，患者在家不要自己尝试，并且脑梗死也可
以引起头晕发作，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诊疗。”
王晓伟说。

通常情况下，耳石症发病的概率会随着
年龄的增加而升高，但在近几年，耳石症的
发病人群呈现年轻化趋势。“30岁以下的病
人越来越多，甚至还有中小学生得耳石症的
情况。我们详细询问病史之后会发现，这些
病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疲劳，长期睡眠不
足就容易引起耳石颗粒脱落。”王晓伟提醒，
耳石症的形成与不良生活作息，如熬夜工
作、久坐、不规律及不健康饮食习惯等有关，
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健康饮食，多进
行户外运动，尽量避免长时间保持某个姿势
玩手机，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应立即前往医
院就医。

YMG全媒体记者 王修齐
实习生 韩嘉怡 通讯员 孙雨晴

头晕眼花站不稳？警惕耳石症

水是人们的健康之本、生命之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人体七大营养素
之一。夏季来临，烟台市疾控中心专家建议市民要科学、及时地补充水分。相对其他
季节而言，高温季节大量出汗后，尽管口渴，也切勿贪图一时痛快而快速、大量饮水，而
应稍作休息后再补水，要适量补充些淡盐水、新鲜水果，不宜喝大量过凉的冷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