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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从脚下起步卫生从脚下起步，，
文明自你我做起文明自你我做起。。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山东开启高
温模式。近期，我市各医院热射病患
者明显增多，部分患者入院时体温高
于40℃并伴有意识障碍。7月7日，
一名40岁男性在打完乒乓球后突发
心梗，一名无基础疾病的39岁男性
突然出现意识模糊……伴随高温天
气，很多患者出现健康问题，到山东
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诊。

暑气逼人热射病频发
需提高警惕

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热射病患者
激增。据了解，我市多家医院日均收
治热射病患者超过20例。这些患者
普遍呈现三大典型症状：入院时体温
超过40℃，出现明显意识障碍，伴随
多器官功能快速衰竭。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国家级急救教育专家、主任医师史
继学介绍：“稳定的体温是人体机能
正常运作的基础，外界环境温度过
高，人体散热会受到影响，身体温度
会快速升高，从而造成平衡紊乱，这
就是中暑。热射病是最严重的中暑
类型。”

“上周日夜间，我们一夜接诊23
位热射病患者，根据各县（市、区）医
院反馈，多家医院中度中暑以上患者
激增。”史继学说，该院接诊的热射病
患者以老年人为主，7月6日夜间接
诊的23个患者中，90岁以上老年人
3人，80岁以上老年人14人，其余是
六七十岁合并基础病的患者。

据了解，当人体核心温度突破
40.5℃时，各器官会陷入功能停摆的
危机，高温还可能导致肝肾功能障
碍、全身性休克等症状。老年人身体
弱、机体含水量低、基础疾病多，是热
射病高发群体。高温环境下，由于人
体大量排汗、血液向皮肤汇集，造成
心脏、脑等部位血液减少，所以高温
天气心梗、脑梗发病率会有所升高。

老年人“身体热而不自知”
慢性疾病削弱耐热能力

为什么高温对老年人如此危

险？史继学介绍，随着年龄增长，老
年人的体温调节能力显著下降，温
度感知阈值升高，可能处于“身体热
而不自知”的状态，这使得他们往往
错过最佳防护时机。更令人担忧的
是，约80%的老年中暑患者在出现
明显症状前并不感到口渴，这种隐
匿性脱水往往导致病情被严重忽
视。临床上常见老年患者在家中持
续数日意识模糊后才被送医，此时
往往已出现严重脱水，救治难度显
著增加。

此外，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
病会进一步削弱老年人的耐热能
力，加重风险。史继学介绍，高温高
湿天气下，降压药可能增强利尿剂
的脱水作用，因此，建议患者每日监
测血压2次，根据血压波动调整用
药时间（如将利尿剂改在早晨服
用）。患者服用降糖药后，出汗过多
可能导致低血糖，糖尿病患者应随
身 携 带 糖 果 ，运 动 前 血 糖 低 于
5.6mmol/L时需加餐。抗抑郁药、
抗组胺药等精神类药物可能影响体
温调节，服用此类药物的老年人需
特别注意防暑。服用抗生素、免疫
抑制剂等药物的老年人，高温下可
能出现药物热反应，若体温超过
38℃且持续不退，应立即停药并
就医。

酷暑当前，医生提醒广大市民
正确使用防暑药物：藿香正气水酒
精含量为40%至50%，不建议驾车
或操作机械者服用，高血压患者同
样需谨慎服用；十滴水含樟脑等成
分，孕妇及有胃溃疡史者禁用；清凉
油可涂抹于太阳穴、人中，但避免接
触眼睛和黏膜。

中暑有三级预警
出现异常情况要就医

史继学介绍，中暑有三级预警，
其中先兆中暑时会出现头晕、乏力、
多汗等症状，此时应立即转移至阴
凉处，饮用含盐饮料，解开衣物散
热。轻度中暑时体温超过38℃，伴
有恶心、呕吐，可进行温水擦浴（水
温 32至 34℃），重点擦拭颈部、腋
窝、腹股沟等处。重度中暑时会出
现意识模糊、抽搐、高热（体温≥
40℃），这是热射病的典型表现，死

亡率超过50%，发现此类患者，周围
人员应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
在等待过程中持续为患者进行物理
降温，可用冰袋冷敷头部、
颈部，同时让患者保持
侧卧，防止呕吐窒息。

医生提醒广大
市民，高温天气
下，需注意常见的
降温误区，比如
喝冰水可能引发
胃肠痉挛，建议
饮用 20 至 25℃的
温水；连续大量饮用
含糖饮料可能导致血
糖波动，建议选择低
糖或无糖饮品；用
酒精擦浴可能引
起酒精中毒，尤其
不适合老年群体。

防护措施要科学
避热与干预并重

预防热射病，远不是一句“少出
门”那么简单，还应做到合理调整生
活方式、主动补充水分、加强营养、
对高风险人群针对性照护等。

空调是最有效的防暑工具。医
生建议市民将温度设定在 26 至
28℃，室内外温差控制在7℃以内；
每2小时开窗通风15分钟，避免空
气污浊。没有空调的家庭可采用

“风扇+冰块”组合，在风扇前放置装
满冰块的水盆，可使局部温度降低5
至8℃；同时，使用遮阳帘等物理手
段，可有效阻挡阳光直射，降低室温
3至5℃。

医生特别提醒，高温高湿环境
下，汗液蒸发受阻，中暑风险会增加
3倍以上。因此，室内湿度过高时，
可使用除湿机或在角落放置石灰、
木炭降低室内湿度。

天气炎热，医生建议市民主动
饮水，即使不口渴也要定时补充水
分，推荐每日饮水量为 1500 至
2000mL，分 6至 8次饮用，饮水时
应小口慢咽，避免快速大量饮水增
加心脏负担。单纯饮水可能导致电
解质失衡，建议交替饮用淡盐水
（500mL水+1g盐）、运动饮料（含糖
量低于5%、含钠钾、每次饮用不超

过 200mL）、黄 瓜 汁 、西 瓜 汁 等
饮品。

市民尤其老年人活动要避开高
温时间，每天10至16时紫外线强度
达到峰值，此时段应避免外出。如
需外出，可选择6至8时或18至20
时。据了解，老年人在户外每增加
10分钟，中暑风险上升15%左右。
必须外出的老年人（如采购、就医），
可随身携带遮阳伞和便携式小风
扇，避免站立过久，必要时使用降温
贴降温。

高温天气下，建议市民尤其老
年人选择低强度运动，如散步、太极
拳等，单次时长不超过30分钟，运
动前后需进行10分钟热身和拉伸，
运 动 中 每 15 分 钟 补 水 50 至
100mL。一旦出现头晕、胸闷等症
状，应立即停止运动，转移至阴凉
处，解开衣领并喷洒凉水降温。

对于独居老人，医生建议家人
每日早、中、晚进行3次电话询问，
建议社区志愿者定时上门探访，为
其安装紧急呼叫装置，并在显眼处
张贴应急联系卡，注明基础疾病、常
用药物和紧急联系人信息。

高温天气对老年人来说是一场
严峻的生存挑战，医生呼吁全社会
共同行动起来：子女多一分关心，社
区多一分责任，社会多一分支持，携
手为老年人筑起一道坚实的防暑屏
障，守护他们的生命健康。

来袭 小心
□记者 徐文莉

本报 7 月 8 日讯（记 者 张芮
通讯员 郝辉 徐静）近日，“文化赋
能 泰集焕彩”2025泰山区消夏音乐
夜活动在泰集广场举行。活动通过

“文艺展演+非遗市集+文创展示”的
创新形式，为市民奉上一场精彩纷呈
的文化盛宴。

活动在民族舞蹈《草原情》中拉
开序幕，舞蹈演员优美的舞姿吸引
了现场观众的目光。随后，歌曲《泰
安人的歌》以质朴的旋律唱出浓浓
乡情，古筝齐奏《华夏》展现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当空灵
悠远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响起
时，传统民乐与现代艺术完美交
融。整场活动高潮迭起，赢得了现
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作为泰山区深化文化惠民工程
的重要活动，本次消夏音乐夜活动
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群众参
与”理念，整合泰山区文化艺术中

心、泰山民族乐团等专业资源，联合
山东泰集企划有限公司等市场力
量，打造出“政府搭台、文化唱戏、群

众受益”的文旅融合新场景。
活动现场，Tai集文创特产仓成

为一大亮点。一层的文创非遗展区

人头攒动，琳琅满目的文创产品吸
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选购。这
里汇集了泰安的风物特产、非遗技
艺、传统手工艺品，通过设计师的创
意赋能与商业转化，实现展销结合
的市场测品，有效促进产品迭代升
级，推动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二层
的赋能中心有Tai 集城市文化创意
赋能产业创新实验室和主题活动区
两大功能空间。这里定期举办形式
多样的文化活动，包括兴趣夜校、主
题艺术展览、社群交流以及脱口秀
开放麦等。

此次活动由泰山区文化和旅游
局、泰前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通过
培育“音乐夜经济”新业态，既丰富
了群众文化生活，又激活了城市消
费潜力。泰山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创新文化供给
方式，打造更多具有泰山特色的文
旅融合品牌。

“文化赋能 泰集焕彩”2025泰山区消夏音乐夜活动举行

文旅融合点亮城市夜经济

■消夏音乐夜活动现场。 通讯员供图

岱岳区范镇田庄村地处泰莱路南
侧、瀛汶河西岸，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
区位优势、丰富的水土资源，发展形成
了以蔬菜种植为主导的特色农业产
业。然而，村内一处位于黄金地段的
闲置院落却显得格外突兀，该院落因
长期荒置而杂草丛生，不仅存在安全
隐患，更成为制约村集体经济发展的

“包袱”。
如何盘活“沉睡”的资产，成为田

庄村“两委”亟待破解的难题。
民声是改善民生的“风向标”。

田庄村“两委”通过入户走访、征集
民意，形成将闲置院落改建为沿街
门头房的议题初稿，后经反复研讨

修订，将议题提交“为民协商”议事
会审议。

“为民协商”议事会上，田庄村党
支部书记、议事会主任朱振介绍了议
题背景、目的和前期调研情况，详细阐
述了改造方案。随后，参会人员围绕
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政协委员冯丽萍认真梳理村民建
议，综合区位优势与市场缺口，提出门
头房改造方案，一方面，田庄村位于范
镇交通要道，人流量较大，具备商业发
展潜力；另一方面，周边商铺资源稀
缺，改建门头房既能填补市场空白，又
能稳定增加村集体收入。

经多轮协商，参会人员最终达成

共识，由村“两委”自筹资金，规划建设
总面积322.56平方米的8间商铺，建
设周期3个月，建成后采用“村集体自
主运营+商户租赁”模式运营。为确
保工程品质，项目通过公开招标选定
施工与监理单位，由村“两委”成立专
项监督小组，每日巡查工地，严控质量
与进度。项目竣工后，由村“两委”进
行招商，预计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
万余元。

通过“为民协商”，田庄村推动闲
置院落改造沿街门头房项目顺利落
地，目前工程已完成主体框架建设，后
续施工正按照既定计划有序推进。

田庄村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

不仅有效盘活了闲置资源，更为村集
体经济开辟了稳定的增收渠道。协商
过程中，村“两委”始终尊重村民意见
建议，既获得了村民对村“两委”工作
的信任和支持，也激发了村民参与村
庄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进一步凝聚
了人心，增强了村民归属感。

田庄村将在紧盯工程进度、严把
施工质量，确保门头房项目早日投
用的同时，持续深化“为民协商”工
作机制，将协商场景拓展至产业升
级、文化建设等领域，让“为民协商”
成为破解发展难题、激活乡村活力
的重要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岱岳区范镇田庄村“为民协商”盘活闲置资源

巧变“包袱”为“共富”
□记者 冯子凝 通讯员 靳菲菲

本报7月8日讯（记者 池彦
明）近日，市林业局组织调研组赴
新泰市刘杜镇开展专题调研，调
研组由市林科院专家和相关企业
负责人组成，重点就当地林下经
济及黄精产业发展情况开展实地
考察和业务指导。

调研组深入刘杜镇甜山楂
种植园区，实地解了山楂种植模
式，查看立地条件、土壤环境。
经科学评估，专家一致认定该园
区具备发展林下经济的优越条
件，特别适合开展林下黄精种
植。随后，调研组召开座谈会，
细致分析山楂产业发展形势、市
场前景及未来出路，充分讨论发

展林下经济的可行性，并围绕林
下黄精种植的种苗供应、成品回
收、技术支撑、成本效益核算、合
作模式探索等方面进行探讨。
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专题调研恰
逢其时，开阔了山楂种植企业、
种植大户的思路和视野，对助力
农民增收、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

目前，林下经济已成为国家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重要切入
点。市林业局将因地制宜挖掘林
下空间，盘活林地资源，厚植果园
优势，多模式发展林下经济，让林
下真正成为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的“绿色银行”。

市林业局到新泰开展专题调研

盘活林地资源 培育“绿色银行”

本报7月8日讯（通讯员 马
敬文）近日，泰安一中萃英学校结
合实际情况，全面部署暑期安全
工作，确保全校师生度过一个平
安、充实的假期。

学校构建“校长—分管领
导—部门负责人”三级责任体系，
层层签订安全责任书，压实安全
责任，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制
度，确保假期应急响应及时有效；
同时，全面推行“1530”安全教育
机制，即每日放学前1分钟、每周
五放学前5分钟、假期前30分钟
开展安全主题教育，重点强化防
溺水、交通、消防、饮食及气象灾
害防护等知识普及，提升学生安
全防范能力。

家校联动是暑期安全的重要
保障。学校发放《致家长的一封
信》，明确家长监管责任，要求落
实外出“四报告”制度（去处、事
项、同伴、归时），并组织线上家长
会，强化家校协同。各班级通过
家校沟通微信群定期推送安全提
醒，对重点学生群体开展家访，关
注其心理健康，并提供必要心理
支持。

此外，学校要求全体教师增
强安全责任意识，将安全作为师
德实践的重要内容，确保各项措
施落实到位。学校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以最严举措、最实责任、最
暖关怀构建暑期安全共同体，为
师生平安假期保驾护航。

泰安一中萃英学校全面部署暑期安全工作

快乐过暑假 安全不“放假”

本报7月8日讯（记者 杨文
洁）近日，肥城市社会保险事业中
心深入桃园镇开展社保政策宣讲
活动，旨在提高企业、群众对社保
政策的知晓率，推动惠民政策落
地见效。桃园镇辖区内企业代
表、村居社保工作人员等80余人
参加了本次活动。

活动现场，肥城市社会保险
事业中心工作人员讲解了养老、
工伤、失业保险政策和办理流程，
以及社保基金安全防控等内容，
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等法律法规，并结合实际案
例剖析了企业未规范参保可能引
发的劳动争议风险。此外，工作

人员还向企业重点解读了技能提
升补贴、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以
帮助企业降低用工成本、减轻经
营负担。在居民养老保险方面，
工作人员介绍了缴费档次、年度
内二次缴费、其他资助等政策，并
通过“算账”的方式，提高群众参
保积极性。

肥城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宣讲活动取
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有效普及了
社保政策，更增强了企业、群众对
社保服务的认同感。该中心将持
续深化社保政策宣传，创新服务
方式，全力推动社会保险扩面
提质。

肥城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开展政策宣讲活动

为企业群众算好“经济账”

本报7月8日讯（记者 董文
一）当前正值蛀干害虫桃红颈天
牛成虫羽化的关键期，市城市管
理局园林绿化管理服务中心抢抓
有利时机，将病虫害防治与园林
日常养护工作有机融合，通过科
学部署、精准施策，切实筑牢城市
绿地生态安全屏障。

结合桃红颈天牛的生长习性
与活动规律，园林绿化管理服务
中心工作人员重点向紫叶李、榆
叶梅和杏树等易受侵害树种树干
喷洒药剂，有效杀灭潜藏幼虫，遏
制成虫产卵行为；同时，逐棵排查
树木，精准定位树干虫孔，采取人

工捕捉的方式从源头切断害虫繁
殖链条。

入夏以来，园林绿化管理服
务中心持续强化养护管理力度，
及时去除病枝、弱枝，合理浇水施
肥增强树势，提升植物抵御病虫
害的能力。自6月中旬至今，已
累计喷洒无公害生物制剂150余
公斤，捕捉桃红颈天牛成虫200
余只。

园林绿化管理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将始终秉持绿色科学
防治理念，不断完善病虫害防控体
系，为城市生态安全保驾护航，让
市民尽享绿色美好环境。

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管理服务中心

科学除虫 守护绿荫

■工作人员为树木喷洒药剂。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