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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兆霞 见习记者 纪伟

连日来，患有抑郁症的26岁台湾作家林奕
含自杀引得网友一片唏嘘。身体“亚健康”大
家都不陌生，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精神亚健
康”你了解吗？

4月27日，日照市卫计委召开全市精神卫
生防治工作情况发布会，对近年来日照市精神
卫生防治工作情况进行了通报。

精神障碍患病率达15 . 73%

发布会通报指出，2016年山东省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山东省精神障碍患病率为15 . 73%。
对此，按照300万人口推算，日照市精神障碍
患者达47 . 19万人。这个结果，高于上世纪九十
年代调查的结果，表明近年来精神障碍患病率
大大提高，患病人群大幅增加，精神障碍患病
率呈上升趋势。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31日，日照市在
“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内录入管理的
病人有11847人，报告患病率4 . 11‰，年管理率
81 . 09%，规范管理率为69 . 7%，报告患者年服药
率为48 . 19%。

日照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窦明滨认为，随
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生活和工作的节奏显
著加快，公众的心理压力普遍增加，导致患病
风险相应增加。近年来，居民的健康意识和就
医意愿也提高了，专业人员对精神疾病的识别
能力也提升了，这些因素与精神障碍患病率的
提高都有关系。

很多人把神经病和精神病混为一谈，其实
精神病和神经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不能
混为一谈。他介绍说，精神障碍主要包括器质
性精神障碍、使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及行
为障碍、精神分裂症、分裂型及妄想性障碍、
心境（情感）障碍、神经症性、应激相关的及
躯体形式障碍、伴有生理紊乱及躯体因素的行
为综合征、成人的人格与行为障碍、精神发育
迟滞、心理发育障碍、通常起病于儿童及少年

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精神障碍的早期症状如
同其他疾病一样，症状轻、不典型，往往不为
人注意，或认识不到是精神障碍，以至延误治
疗时机，给病人带来不良后果。如能早期识
别，对治疗十分有利。他指出，精神障碍患者
的早期症状可表现为敏感多疑，情绪、性格、
行为改变，头痛、失眠、易疲劳等神经症症
状。

预防为主 防治并重

“精神卫生防治已经由原来的临床医疗为
主调整为预防为主、防治并重的服务模式。”
窦明滨在发布会上介绍。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精
神卫生服务的需求，近年来，日照市将精神卫
生纳入公共卫生服务范畴，重视社会宣传，加
大行为干预，防患精神卫生于未然。

其中，以日照市精神卫生中心为依托成立
了日照市心理卫生协会，义务开展心理卫生教
育、学术交流、义诊咨询等活动，同时承担了
全市心理援助热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等职能。2016年共接听1500余个求助热线，进
行了1470人次的个体心理咨询。

与此同时，建立健全以市精神卫生中心为
龙头、县精神卫生服务机构为骨干、乡镇卫生
院为分支、村卫生室为网底的精神障碍四级防
控网络体系，承担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健康教
育、精神障碍患者调查、建档、评估、随访、
信息录入和个案管理及应急医疗处置等工作。
为解决基层防控技术力量薄弱问题，还以日照
市精神卫生中心、莒县精神卫生中心、五莲县
精神病院为依托，成立了全市严重精神障碍防
治康复技术指导工作组，负责乡村精神卫生宣
传、医生培训、精神障碍诊断、复核诊断、严
重程度评估、危险度评定、精神障碍患者信息
录入和个案管理指导等工作。

对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在往年对肇事肇
祸精神障碍患者进行拉网式筛查的基础上，日
照卫生计生系统建立一年一筛查制度，由各区
县精神障碍防治康复指导小组，通过走村入户

的方式，进行诊断复核、病情评估，对患者信息
实行动态管理。截至2017年3月31日，全市在册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11847人，报告患病率4 . 11‰，年
管理率81 . 09%，规范管理率为69 . 7%，报告患者年
服药率为48 . 19%，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患病
率和管理率稳步增长。

近两年来，根据社会需求，日照市精神卫
生中心针对65岁以上的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和神
经症、轻度精神障碍患者疾病特点设立了老年
科，专门对老年精神障碍患者开展治疗，填补
了日照市专业空白。此外，经充分论证、合理
规划，日照市儿童心理行为康复中心和日照市
睡眠障碍诊疗中心也于2016年12月17日正式开
诊，相关业务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将为特殊

群体提供了专业的诊疗服务。
据悉，下一步，日照将积极探索贫困严重

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途径，对符合条件的贫
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全部纳入医疗救助，有肇
事肇祸行为的患者依法及时得到强制医疗或住
院治疗。同时，探索建立以远程会诊平台为基
础的精神专科医联体。国家级医院、省级医
院、地市级医院、区县级医院、基层卫生院，
是致力于精神医学、心理治疗领域的远程会诊
平台，通过数据、文字、语音和图像资料的远
距离传送，实现专家与病人、专家与医务人员
之间“面对面”的会诊交流，并可进行远程学
术培训、患者健康科普等，使患者就近即可寻
求大医院专家会诊。

日照市精神障碍患者逾47万人，患病率呈上升趋势

拿什么拯救“精神亚健康”

□记者 丁兆霞 见习记者 纪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我们村的樱桃种类多、采

摘期长，每年的采摘活动可以从5月初持续到6
月份。自从2012年成立合作社以来，大旺村村
民的收入更是翻了三番。”5月2日，在五莲县
樱桃采摘节上，看着纷至沓来的游客，叩官镇
大旺村村支部书记孙宝民向记者介绍。

大旺村座落在五莲山南麓，种植樱桃的历
史已有数十年，目前全村共栽植小樱桃300余
亩、大樱桃200余亩。充足的光照和良好的水
土环境使得大旺樱桃的营养价值丰富，这里也
是日照市樱桃天然成熟最早的地方，拥有“开
春第一枝”的美誉。

樱桃虽好，却很难卖出好价钱。2012年以
前，大旺村一直处于以户为单位的种植状态，

家家户户劳动力有限，到了挂果季节，往往一
半以上的樱桃来不及摘就坏掉了。怎么把小樱
桃做成大产业？2012年，一改以往的单纯卖
果，大旺村全部种植户以樱桃树入股成立了樱
桃采摘游合作社，开展樱桃采摘活动。不仅有
效解决了樱桃采摘难、销售难、价格低的问
题，节省了雇人采摘的劳动力成本，村民还利
用樱桃采摘活动的客流量在村里陆续开起了十
余家农家乐，增设吃、住、购要素，同时挖掘
文化内涵，开设了“佛印”“山神庙”、民俗
文化馆等景点，有效拉长了产业链条。

五年收入翻三番，大旺村的成功，离不开
叩官镇规模化发展采摘游的举措。叩官镇坐落
在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五莲山脚下，山水秀
美，植被丰茂，林果栽植传统悠久，素有“林

果大镇”“花果之乡”的美誉。地处叩官镇驻
地以北的董家楼村有樱桃1000多亩，是日照市
樱桃种植面积最大的园区。该村园区内樱桃种
植采用纯天然管理方式，不用化肥、农药，保
持了樱桃果实口感佳、水分多、甜味足，营养
高的“董家楼樱桃”风味。该村樱桃园区因此
被评为“山东省精品采摘园”，董家楼村也被
评为“山东省旅游特色村”“好客山东最美村
镇”。

为促进像大旺、董家楼这样的村庄采摘游
的发展，叩官镇在2013年成立了全市首家镇级
乡村旅游协会，使叩官镇采摘游抱团发展，走
出了“支部+合作社”发展采摘游的新路子。
2014年成功举办日照市首届最美乡村旅游文化
节暨叩官镇樱桃采摘节，突破和提升了节庆举

办规模和水平。2015年，又在发展乡村游中引
入“互联网+”元素，引导采摘园和新媒体无
缝对接，采取“支部+合作社+电商”新模式发
展采摘游。

2016年，该镇成立日照市七彩盘龙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高标准编制了《叩官镇乡村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成功举办了采摘、垂钓、骑
行、健足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赛事。

樱桃红了，乡村美了，村民富了。截至目
前，叩官镇已拥有国家A级旅游景区2处，全国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五星级景区1处，省级精
品采摘园8家，省级旅游特色村5个，省级农业
旅游示范点2个。先后荣获好客山东最美村
镇、山东省景观特色名镇、山东省最美休闲乡
镇等荣誉称号。

发展农家乐 拉长产业链

小樱桃带“红”大产业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杨倩倩 报道
本报日照讯 5月19日，记者从日照海关获

悉，近日该关在对旅客进境行李物品查验过程
中，连续查获违规携带干蕨菜及种子、艾蒿、蒲
公英等植物活体入境情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
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规定，种子（苗）、苗
木及其他具有繁殖能力的植物材料为禁止携带、
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旅客携带未经检验
审批的植物种苗入境，有可能引发物种入侵对我
国生态平衡造成巨大危害。同时，植物种苗中经
常夹带或寄生各种境外有害生物，也容易对国内
农林生产带来风险。目前，海关查获的植物种苗
已移交口岸检验检疫部门处理。

日照海关连续查获

违规入境植物种苗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周文华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年来，不少爱美人士总喜欢

在自己身体上“大动干戈”，非法医疗美容、微
整形案件时有发生。为保障医疗美容服务安全，
引导群众科学理性就医，自4月起日照市卫生计
生监督所在全市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医疗美容服务
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规范医疗美容技术服务。

据悉，此次专项整治重点整治医疗机构医疗
美容科目准入和医疗美容项目、美容主诊医师的
备案及信息公示工作。对发现达不到《美容医疗
机构、医疗美容科（室）基本标准（试行）》的
或与登记事项不相符的，予以停业整改，经整改
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予以注销。重点查处医疗机
构超出核准的诊疗科目、医疗美容项目执业，或
未按医疗机构级别开展相应医疗美容项目的行
为；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开展诊疗活动或医师超
范围执业的行为；违反医师会诊有关规定行医或
未按照规定聘请境外医师短期行医的行为；违法
违规购进毒麻药品、非法使用注射用透明质酸
钠、发布虚假违法医疗广告等行为。重点加强植
入性医疗器械和A型肉毒毒素制剂、麻醉药品使
用的监管力度，核查进货渠道及流向。强化医疗
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落实，核查医疗技术和手术授
权管理情况等。

日照专项整治

医疗美容服务市场

□ 本报记者 罗从忠

质朴、拘谨、缺乏自信，这是2016年初，
东港区慧通小学校长安丰田初到任上时对孩子
们的印象。“早晨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升国
旗没有正规的仪式，防震演练上前汇报的班长
声音微小，站立不规范……”而现在，慧通小
学的面貌正在发生着改变，孩子们面对师长躲
闪的眼神显出自信和阳光。

站定，敬礼，“老师好！”5月17日，在
慧通小学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学生向教师问好
的场景。而在一年半以前，见了老师都要躲着
走的学生不在少数。

“自信的孩子敢于直言，敢于展示自己；
自信的孩子心境平和、愉快，行动坚定有方向
感。自信心的培养与提高，是孩子成长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安丰田认为，对于农村孩子而
言，自信心的培养格外重要与迫切，“必须改
变学生的外在形象，使其看起来自信阳光。”

在学生课桌上，普遍放着一本“成长指南
针”校本课程教材。这本小册子虽然只有薄薄的
十几页，却对坐立行走、礼仪、读书写字、卫生安
全等小学生常见行为习惯都作了具体的要求。

小册子里藏着学生面貌焕然一新的密码。
为了规范学生的行为习惯，慧通小学各班级利
用班队会时间，开展“成长指南针”校本课程学
习活动。活动中，班主任引领学生认真学习《成
长指南针》的各项内容，重温小学生一日常规。
同时，学校成立红领巾监督岗，负责提醒、监督
学生的日常行为习惯。“这一校本课程持续一年
多来，学生精神面貌得到很大提升。”

然而，培养自信，单靠约束外在行为远远
不够。安丰田认为，内化于心的文化自信才是
根本良药：“常言道，腹有书香气自华。只有
在心底树立文化自信，我们的孩子才能从胆小
拘谨的秉性中解脱出来。”

每个学期每个班有30%的学生家长从未给
其购买过适合儿童阅读的图书，有67%的家长

给孩子购买一两本图书，只有3%的家长购买3
本以上的图书……这是慧通小学在2016年初进
行的一次调查。面对这一状况，慧通小学设立
“读书节”，建设开放性的阳光书吧，全天向
学生开放，每年更新图书；开展“好书推介
会”“读书分享会”，中高年级“读后感”评
比，低年级“讲故事比赛”、书签制作比赛，
亲子共读，师生共写读书随笔等活动，每班评
选出“阅读之星”“书香家庭”。

“通过一系列读书活动，‘多读书、好读
书、读好书’的文化氛围日渐浓厚，读书已经
成为大多数学生和教师的自觉习惯。”安丰田介
绍，一年多来，学生读书成果丰硕，越来越多的
孩子敢于走上台前展示自己，在全市、全区各类
文化比赛中与城市学生同台竞技并屡有斩获。

“我们的学生在2017年东港区中小学师生经典
诵读大赛中荣获团体二等奖，在日照市首届‘小
小演说家’少儿口才大赛中荣获二等奖，在全
市汉字英雄擂台赛获优秀奖……要知道我们的

竞争对手是全市屈指可数的城市小学。”
在安丰田看来，“文化自信”离不开文体

艺术的熏陶。在不少农村家长教育观念中，文
体艺术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花，远不如文
化课成绩来得实际。

“在我们学校，一个班里也就有一两个孩
子外出学习特长。”安丰田认为，这无疑束缚
了农村学生的眼界，使其在与城市学生的竞争
中处于劣势。为了改变现状，慧通小学成立了
合唱团、“葫芦丝”“竖笛”“木琴”“口风
琴”等乐器小组、绘画兴趣小组、乒乓球兴趣
小组，并从社会上聘请专业艺术教师弥补短缺
的教师资源。在2017年东港区青少年乒乓球锦
标赛上，慧通小学荣获团体第三名、女子单打
第七名。

“以行为规范塑其形，以文体艺术筑其
魂。这便是慧通小学在城乡教育资源与教育观
念存在差异的背景下提升农村学生‘软实力’
的经验。”安丰田说。

让农村孩子站在自信的阳光下
东港区慧通小学提升学生“软实力”

□罗从忠 报道
4月18日，第44期“梦想之屋”公益活动走进五莲县户部乡槎河小学，为学校捐赠

图书、体育用品和电教设备等。

□丁兆霞 赵丽丽 报道
为让学生从小学科学、爱科学，近日日照第

四小学组织学生到日照市外国语学校科技馆参
观，体验科技带来的魅力。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卢莉宏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日照市下达了2017年就

业扶贫任务，今年将实现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
转移就业4000人，公益性岗位就业500人，技能
培训1200人，同时创建10个扶贫工坊、10个扶贫
车间。

日照市积极探索创办打造“公司式”“创业
孵化基地+扶贫车间”式、“农业合作社”式扶
贫车间共计50处，开发岗位2153个，发放“扶贫
车间”一次性奖补5 . 1万元，发放企业吸纳贫困
人员社保补贴7 . 06万元，岗位补贴9 . 19万元；全
市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转移就业2623人，
通过转移就业带动了4506人脱贫，其中转移就业
842人，就地就近就业1457人，公益性岗位安置
贫困人口294人，成功创业30人，向贫困人口发
放创业扶贫担保贷款205万元；实施贫困人口培
训356人，发放职业培训补贴13 . 75万元；开发
“三支一扶”岗位82个，实现全部上岗，帮助困
难家庭高校毕业生就业32人。

4000农村贫困人员

今年要实现转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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