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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死亡率20余年下降74%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9月16日发布的《致力于
儿童生存：重申承诺——— 2013年度进展报告》显
示，自1990年以来，中国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
了74%，已提前完成“到2015年将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降低三分之二”的千年发展目标。过去20多年
来，由于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行动，全
球共有大约9000万名儿童的生命得以挽救。

——— 根据《报告》，中国每年5岁以下儿童死
亡数是25 . 8万名，在全球名列第五。尽管中国儿童
死亡率较低，但城乡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与东部城
市地区相比较，西部省份的儿童死亡率要高出两倍
以上。

我国年增90万出生缺陷患儿

◆目前，我国出生缺陷总发生率约为5 . 6%，
以全国年出生数1600万计算，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患
儿约90万例，其中出生时有临床明显可见的出生缺
陷约25万例。出生缺陷日渐成为儿童死亡的主要原
因，在全国婴儿死因中的构成比顺位由2000年的第
4位上升至2011年的第2位，达19 . 1%。

——— 在9月12日第二届中国出生缺陷防控论坛
透露，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新生儿疾病筛查费
用以自费为主，致使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区间
筛查率存在明显差异，目前东部9省的筛查率达到
95%以上，而西部农村地区筛查率则处于较低水
平。

近90%职业病是尘肺病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发布：2012年，全国共
报告职业病27420例，其中尘肺病24206例，占当年
职业病报告总例数的88 . 28%。去年，全国各地报告
2 . 4万余例尘肺病新病例，较之2011年减少了2195
例。其中，煤工尘肺和矽肺分别为12405例和10592
例。

——— 据统计，引起急性职业中毒的化学物质主
要是一氧化碳、二氯乙烷和氯气；引起慢性职业中
毒的化学物质主要是苯、铅及其化合物(不包含四
乙基铅)、砷及其化合物。去年，全国共报告各类
职业性肿瘤95例，以轻工、化工行业为主。

超七成高校控烟不达标

◆国家控烟协会近日发布《2013年全国高等院
校无烟环境创建暗访评估报告》指出，暗访的全国
800所高校，75 . 75%得分不及格，最低分仅为18 . 39
分。高校室内吸烟行为仍普遍存在；学生食堂和男
生宿舍是吸烟重灾区。

——— 《报告》指出，医药、师范类高校的得分
均值排名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医药类高校由2011年
的第1名下降至2013年的第6名，师范类高校由2011
年的第6名下降至2013年的第11名。不足10%的高校
设置控烟宣传展板，不足2%的高校设置了室外吸
烟区，不足1%的高校设置了室外吸烟区引导标
志。高校学生对吸烟危害性的认识仍然不足。

1/6的癌症由可防治的感染引起

◆法国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一项调查显示，调
查了2008年全球184个国家的27种癌症的数据。当
年总计有1270万个新发癌症病例，分析显示，其中
约200万个病例是由可预防或治疗的感染引起的。
全球癌症病例中约1/6由可预防或治疗的感染引
起，这凸显了通过防治感染来减少癌症发病率的重
要性。

——— 在感染原因中，位居前列的有幽门螺杆
菌、乙肝和丙肝病毒以及人乳头瘤病毒，这4种病
原体就导致了约190万个新发癌症病例，它们引发
癌症的种类包括胃癌、肝癌和宫颈癌等。这些病原
体引发的感染现在基本上都有预防或治疗的方法。
(据《健康文摘报》)

(蒋兴坤 辑)

■ 健康前沿

□通讯员 苏雯婷 记者 蒋兴坤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绿叶制药集团向山东药

品食品职业学院捐赠了12台(套)、价值60余万元的
制药设备。

据悉，捐赠设备包括数控螺杆粉剂灌装机、
轧盖机、蒸汽灭菌柜、高效包衣机、袋成型充填
封口机、颗粒自动包装机、螺旋卸料沉降离心机
等，这些设备将用于学校的教学实践和学生的拆
装实习，帮助加强师生间的互动、提高学生的动
手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药品在企业的生产
流程。

此次设备捐赠是绿叶制药支持药品行业职业
教育的一次新探索，绿叶制药希望通过此次切实
的行动，为药品行业的职业教育贡献更多的力
量，为在校学生提供更多提高动手能力、接触企
业的机会，帮助学生更快、更好地走向就业岗
位。

绿叶制药向学校
赠送60万元设备

□ 本报记者 蒋兴坤
实习生 王雅淇

伤员现场自救互救

尤为重要
“对于急救行动来讲，时间意味着一

切。目前，我国每年因道路安全事故伤亡的
人数超过20万人，每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
而死亡。”山东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办
公室主任谭延玲说，急救中有“黄金六分
钟”法则，许多不可逆转的情况发生在病人
急症发作的6分钟里。突发呼吸停止或心跳骤
停的病人，心脏停止跳动一旦超过6分钟，其
大脑就会坏死，即使抢救过来，病人也可能
因脑死亡而成为植物人。

“然而，一般情况下，救护车不可能在6
分钟内赶到。‘黄金六分钟’内，市民的参
与尤其重要。”谭延玲说，如果市民能够掌
握心脏复苏术、动脉止血等急救技能，可以
极大提高事故中伤员的自救和互救能力，为
救援工作争取宝贵的时间。

“接到求救电话，工作人员须在90秒
内，弄清事故发生的地点、人员受伤情况，
然后向就近的急救中心发出支援信息。急救
车辆需接到通知3分钟内，必须准备完毕，奔
赴事故地点。”在济南急救中心120调度指挥
大厅中，济南市急救中心调度科主任任爱凤
告诉记者，每年急救中心接到救助电话达到
40多万次，出车接近8万次，每次都是对急救
工作的考验。

在9月14日“世界急救日”举行的应急
演练中，记者看到，济南市急救中心电子屏
幕显示，当日凌晨至上午11点7分，济南市
急救中心呼入与呼出电话270次，呼救109
次，派车96次，有26辆救护车处于待命状
态。

市民并不重视

学习急救知识
9月14日，记者在天桥区文体活动广场上

看到，观看济南市急救中心应急演练的市民
以老人和孩子为主，鲜有年轻人。当演练完
毕，仅七八名市民在急救人员的邀请下，学
习急救技能。

“我们不定期地在社区、学校开展一些

急救知识的培训和演练。除培养孩子的急救
意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孩子，让老师和
家长接触急救知识，掌握急救技巧。”从事
急救培训工作十几年的济南市急救中心培训
科科长年磊说，如何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是
培训工作的一大难点。

“发达国家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普及率能
达到60%至70%，而我省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普
及率仅为1%至2%，虽达到国家规定的1%的标
准，但还不到发达国家的‘零头’。”谭延
玲告诉记者。

“我们有师资和场地，市民参与活动也
免费，但市民并不重视，主动报名参与的人
少之又少。”济南市市中区红十字会常务会
长韩明轩告诉记者，在市中区，每年仅有三
五人主动参与红十字会组织的急救知识普及
活动。

活动当天，除统一组织的高校学生志愿
者、社区老人外，主动前来学习急救知识的
市民寥寥无几。“周末大家都在家休息，谁
也不愿意来。”有市民对记者说。

应急救护培训基地

长期被闲置
目前，我省共有7个应急救护培训基地，

23支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应急救护师资有
1000余人。据记者了解，我省应急救护培训基
地仅在“世界急救日”或者单位组织预约后，
才对外开放，其他时段均处于闲置状态。

“应急救护知识的普及是一项全民受益
的活动。听课学习只是‘听懂了’，而操作
学习是保证市民‘会用了’。但培训活动所
需的急救包、防护服、口罩、绷带等物资属

于消耗品，需要有资金的持续支持。”韩明
轩说，资金无法解决，限制了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活动的开展。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应急救护的师
资培训由国家福利彩票公益金提供资金支
持，日常市民的急救知识普及活动尚没有专
项资金扶持。谭延玲认为，仅靠一年几次的
开放活动，根本无法达到宣传效果。提高市
民的急救素养，需要更大的投入。

“急救工作更需要社会的理解支持。但
有人利用急救工作，达到个人目的，很不负
责。”济南市急救中心急救医生刘伟告诉记
者说，每年都有市民因个人之间的矛盾、谎
称对方家中出现紧急情况，但救援人员到达
现场发现，一切正常。这种行为无助于问题
的解决，更占用了其他伤员的救援资源，是
对他人生命的漠视。

急救中有“黄金六分钟”法则：突发呼吸停止或心跳骤停的病人，心脏停止跳动一旦超过6分钟，其大脑

就会坏死，即使抢救过来，病人也可能因脑死亡而成为植物人；一般情况下，救护车不可能在6分钟内赶到，

市民的参与尤其重要。然而，目前应急救护知识技能普及率仅为1%至2%。

市民应急救护培训基本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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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青 实习生 于梦羽
本报通讯员 张春中

在济南市区西部腊山，济南市皮肤病防
治院新盖的几栋病房楼，为这座如寂寥村落
般的“麻风区”带来了一丝生机。清晨朦胧
的阳光下，一位58岁的老人，深情地望着这
一切，静静地伫立在这片奉献了她几十年青
春的土地上。

她就是第四十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刘
振华。一位退休后仍不忘看望老病号的“终
身护士”，一位在艰苦条件下献身于麻风防
治事业的“慈善家”——— 36年如一日的守
护，为麻风病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带来“希望
之光”。

用爱

来弥补患者残缺的亲情
9月5日下午，十几公里的车程后，走过

几百米两侧杂草丛生的土路，记者终于找到
了隐藏在小路深处的济南皮肤病防治院。

病房楼里，十几位麻风病人聚坐在大
厅，满脸欣喜地等待着。“每天都能看一场
老电影！今天看的是《地道战》……”65岁
的“老病号”王连军(文中患者姓名均为化名)
往日忧郁的眼神一下子亮了许多，这是医院
为他们定下的日常“福利”。

电影将要结束时，刘振华的身影在人群
中引起了一场“骚动”。“刘护士长来
了！”今年62岁的老王手扶轮椅向前探着身
说：“我们想你啊……”尽管退休前曾担任
副院长一职，但在患者心目中，她永远都是
那个为他们放弃医院总部工作、亲手做各种
滋补品的护士长。

“装上假肢比以前方便了吧？这边伙食
还习惯吗……”退休三年后，刘振华依旧殷
切地询问着每一位“老友”的近况。

“一位麻风病人，一段辛酸故事。”刘振华
安慰着一位因常年没有儿女探望而低声呜咽
的老人，感慨地说，“对大多数麻风病人而言，
病房，变成了他们终生的寄居地。”

“他们平均年龄在70岁，最老的患者在
这里住了40多年。有的亲人已经与其断绝来
往。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得到家人的关
怀，哪怕只是一句问候。”不知从何时起，刘振
华自己掏钱给患者买月饼，除夕夜在病房和患
者一起吃年夜饭。“让他们心里暖着，能有盼
头。”刘振华说，用医护人员的爱来弥补残缺的
亲情，给他们带来活下去的希望。

获奖后

给患者带来“连锁效益”
刘振华在新建的病房楼前驻足，满意地

望着这片“新生”的土地。
2004年以前，这里仍是始建于上世纪50年

代的“病房”。4排透风的简陋平房，没有空
调暖气，没有两人隔间。周围只有大片的庄
稼，荒乱的杂草，阴森的坟地……每一个凛
冽的冬夜，都是对病人无尽的折磨。53岁的
李善英晚上盖两床被子还冷得睡不着，刘振
华就专门买来一床电褥子。“老人的被窝热
乎了，心也就跟着热了。”

从22岁参加工作起，医院的护士换了一
拨又一拨，而刘振华依然坚守着。

对2005年获得南丁格尔奖章，刘振华很
淡然：“我做的都是本份，却给了我很高的
荣誉。”让病人生活得舒适、感受到来自社
会的尊重和温暖，自己再苦再累也值得。

荣誉的背后，最让刘振华感到欣慰的，
是获奖后给医院麻风病人带来的“连锁效
益”。“国家给了奖励，省里投资500万元
给医院盖新病房楼。现在两个病人住一间
房，能有200多个床位。”住院部现在有了
三名医生，有专门的病人食堂和送饭人员。

后继有人

让刘振华欣慰
“病房必须有个不怕脏不怕累的接班

人！”十几年前，还是医院年轻护士的李
娟，成了刘振华的“嫡系”。

每天跨过一大片麦地到医院，为重病号
穿戴、整理床铺，亲自清洗粘上屎尿渍迹的

被罩、床单和衣裤——— 以身作则，耳濡目染，
李娟用眼用心记下了刘振华日常所做的一切。

“有的患者全身患有皮疹，看不见血
管，输液时她就干脆不戴手套，用手摸到血
管后一针下去。”李娟说，刘振华摘下的不
仅仅是一层手套，更摘下了隐藏在患者心中
的精神包袱与隔膜。现在，李娟已成长为一
名出色的护士长，患者们竖起了大拇指：
“跟当年的刘护士长一样尽心尽力，我们看
着也心疼。”

“我们的一针一线，牵扯到千家万户的
悲欢离合。”刘振华说，让病人能够享受到
和健康人一样的快乐，就是医护人员最大的
快乐。

她的身影一出现，在病人中引起了一场“骚动”，“刘护士长来了！”今年62岁的老王手扶

轮椅向前探着身说：“我们想你啊……”

刘振华：36年守护“麻风村”

□单青 摄
▲几年前，刘振华和同事们为喜结连理的麻风病人
精心布置了房间。

每逢有麻风病人过生日，刘振华都会为他们准备
蛋糕和礼物。

皂

漫画：卢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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