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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新悦 王凯

秋冬季是常见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
节，需警惕流感和新冠肺炎叠加的流行风
险。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针对秋
冬季和“十一”假期，我省印发了第四版
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进一步调整优化防
控措施，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单位、
个人”四方责任。

强化监测预警机制，建立医疗机构监
测、人群监测、症状监测、环境监测、社
区监测、零售药店监测和疫情线索举报等
多渠道监测网络，搜集预警信息，做到早发
现、早报告，一旦发现疫情迅速启动应急处
置机制，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为提高核酸检测能力，我省部署建设
城市检测基地和公共检测实验室，组建机
动支援力量。目前，全省具备检测能力的
机构达598家，其中医疗机构398家，疾控
机构153家，第三方机构47家，日最大检
测能力达到107 . 2万份。

秋冬季防控，重在“多病同防”。我
省加强对秋季高发的流感、诺如病毒病等
的防控，指导各级疾控机构积极与厂家对
接协调，加强疫苗采购调配和应急储备，
努力满足群众接种需求。开展秋冬季爱国

卫生运动，广泛发动群众清洁家园，开展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从源头上预防秋冬季
传染病发生流行。

同时，充实扩大各级各类疫情处置机
动队伍，全省共组建137支流调队、486支
采样队、157支检测队、155支消杀指导队
和29支医疗队。各社区（村）调整充实由
基层干部、志愿者等组成的社区防控队，
学校、公共场所等单位按照“一校一案”

“一企一案”的要求，强化健康监测，
严格落实卫生清洁、消毒通风等防控措
施。对入境来鲁人员落实健康检测等服
务措施，严防疫情输入。

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日
前，督查发现有些单位场所防控措施不
严不实，群众防疫意识开始松懈，发热
门诊和实验室检测不规范等问题。针对
上述问题，我省将开展“疫情防控全民

大培训”。具体做法是针对秋冬季新冠
肺炎、流感等的流行特点和防控要求，
编制各重点行业、重点场所、重点人群
防控手册，组建讲师团，深入防控一线
开展培训宣讲，为每个单位培育1支疫
情防控队伍和1名疫情防控指导员，推
动落实全行业防控措施。开展“疫情防
控大演练”，提升突发疫情联合调查和
协同处置能力。

多病同防，抓实秋冬季疫情防控
我省调整优化常态化防控方案，将开展疫情防控全民大培训

假期宅家，谨防“病从口入”
□ 本报记者 于新悦 王凯

“十一”长假，除了外出旅游，很多
人选择与亲友团聚。居家日常，应该注意
做好哪些防护？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日常
居家应注意通风，保持环境卫生，尤其要注
意防止“病从口入”。

当下已经进入秋季，是食物中毒和感
染性腹泻的高发季节。省疾控中心食品与
营养所所长赵金山提醒，外出就餐要选择
规范、卫生的餐厅，避免在没有卫生保障
的公共场所进餐。餐厅内就餐要保持安全
距离，饭前饭后一定要洗手。如聚餐后有
多人出现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要及

时到医疗机构就诊；同时尽量保留所有
剩余食物、呕吐物和相关票据，以备相
关部门调查中毒原因和追溯源头。

在家烹饪有哪些注意事项？省疾控
中心病毒性传染病防制所副所长姜晓林
表示，要保持食物及环境卫生清洁，使
用安全卫生的水和原材料。要确保食物
彻底煮熟，尽量不要生食肉类、海
（水）产品等食品。避免生熟食混放、
混用菜板菜刀等烹饪工具，防止交叉污
染。剩余食物应及时冷藏，再次食用时
要彻底加热。

除此之外，赵金山还特别提醒，要
谨防毒蘑菇中毒。目前对蘑菇中毒的治

疗尚无特效药，一旦中毒非常凶险。因
此，不要采摘、购买和食用野生蘑菇和
野生植物。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也十分关键。
对于假期呆在家中的人来说，要尽量保
持健康规律的作息，睡眠充足，避免过
度疲劳。谨防“大吃大喝”营养失衡，
对于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说，
中秋佳节，还应注意适量进食月饼。同
时，注意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

姜晓林建议，公众尤其是老人、儿
童等特殊人群，可到预防接种门诊进行
咨询和接种流感疫苗。

专家访谈

□ 本 报 记 者 薄克国
本报通讯员 冯文波

“这张照片是我在南极长城站站区拍
摄的，每个站区都有地标，标注了与著名
城市的距离，像长城站距离北京17502公
里，虽然说距离非常远，但是感觉我们的
心和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千里万里，祖
国在心里。”又是一年国庆节，看着电脑
里的照片，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
刘惠荣教授向记者讲起了自己与极地的故
事。

作为极地社科专家和中国第33次南极
科考第二批科考队员，2017年1月5日从北
京起飞，刘惠荣历经多日的行程，一路向
南。首次登陆南极，刘惠荣肩负的科考项
目是“南极活动行政管理现场执法评估考
察”。“该项目的开展，有助于规范和完
善我国南极活动现场管理执法制度，为我
国南极活动的科学立法奠定理论和实证基
础。”刘惠荣说。

刘惠荣对极地的研究，始于2007年，
那时北极法律体系及北极治理研究逐渐受
到各国重视。受原国家海洋局委托，刘惠
荣主持了我国首个北极战略研究专项课题
“国际北极法律对我国极地开发与科考的
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

当时国内极地社科研究领域几近空
白，一切需要从零做起，相当于摸着石头
过河。“受命研究压力大，我们团队由十
几个年轻人组成，大家从最基础的翻译入
手，几乎天天工作到深夜。”刘惠荣回忆
说。最终，团队提交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报
告和我国第一部有关北极的专题法律法规
汇编，研究报告中关于我国极地战略特别

是国际法视角下开展国际合作的策略，成
为我国极地考察“十二五”规划相关部分
的重要参考。

2013年，“登极”梦圆。作为我国
2013年第四批北极科学考察队员，刘惠荣
远赴中国北极黄河站进行科考。在黄河
站，她对站里的管理制度、后勤保障和周
边环境保护情况等进行了详细调研，最终
形成了详实的考察报告。

在刘惠荣的书架上，陈列着一套她主
编的《北极地区发展报告》。从编纂2014
卷开始，到现在的2019卷，该报告已经连

续出版了六卷。发展报告又称“北极蓝
皮书”，不仅被国内的相关学者广泛学
习，国外的北极研究者也纷纷将其作为
深入研究和探索北极事务的重要工具。

连续跟踪研究北极地区事务以及编
撰和发布《北极地区发展报告》以来，
刘惠荣深切地感受到，围绕着气候变
化，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北极事务的命运
共同体。

这个假期，刘惠荣打算利用这个
“整块儿”的休息时间，安静地开展课
题研究：一是仔细研究一下智利刚刚通

过的南极法规，分析其对南极条约体系
产生的影响；二是为下一卷“北极蓝皮
书”的选题组稿作些准备工作。

刘惠荣说，10多年过去了，如今极
地研究不仅从冷门变得逐渐热门起来，
极地事业更让她真切体会到了家国情怀
所饱含的深刻内涵。“极地事业是国家
的大事，更是值得我为之奋斗一生的事
业。这个事业，尚有很多未开垦的‘处
女地’等待我们探索，去为中国如何在
国际舞台上更好地增强自己的话语权贡
献智库力量！”刘惠荣说。

投身极地研究13年，连续6年编纂“北极蓝皮书”，刘惠荣教授对家国有着更加真切的体会

千里万里，祖国在心里

□ 本报记者 王健

国庆中秋假期首日，泉城的大街小巷
都跳动着喜气洋洋的节日音符。早上8
点，济南市中医医院北区一楼走廊已满是
排队的患者及家属。“我们都是来找张主
任的！”他们口中的“张主任”，就是该
院副主任中医师张涛。

“咱娘俩有段时间没见了，您这号太
难挂了。”74岁的王永清一进门，就和张
涛熟络地打着招呼，6年前，张涛治好了
她的深静脉血栓。“当时腿肿得厉害，小
腿都是黑色的，裤子得剪到膝盖，出门要
坐轮椅。没想到在这儿，6服药就大大缓解
了。”如今，王永清经常来找张涛调理。

出生于医药世家的张涛，早年毕业于
山东中医药大学，从事临床医疗及教学二
十余年，擅长治疗未病及中医杂病，年门
诊量逾万人次。

“你这种体质西医讲是自身免疫问

题，中医讲是长期思虑过度伤脾造成，
平时易陷入焦虑状态。”“要放平心
态，肿瘤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战
胜疾病的信心。”“要清淡饮食，不宜
肥甘，只要按时吃药就行。”……从早
上坐在这里，张涛同一个姿势保持了几
个小时。面对每一名患者，他都和声细
语，其间还不忘指点自己的学生。

门外排队的，除了济南本地人，还
有来自聊城、临沂、烟台等省内其他城
市，以及北京、天津、合肥等地的患
者。如果不是因为疫情，还有来自澳大
利亚、荷兰等国家的患者专门来找张涛
治病。

面对满心期待的患者，张涛顾不上
吃饭和休息。一个上午，他共接诊了81
名患者。

“中医是一门经验性与实践性很强
的学科，之所以几千年来传承不衰，关
键还是疗效。”张涛说。在年初打响的

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中医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今年3月，张涛带队开展中
医义诊活动，为济南市天桥区奋战在抗
疫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号脉、诊病，为他
们的健康提供保障。

今年4月，定居英国的山东人李晓
亮（化名）和女儿确诊新冠肺炎，高烧
不退并伴有严重的咳嗽。在朋友的帮助
下，李晓亮联系到了张涛。通过视频，
张涛对远在英国的李晓亮和女儿进行了
线上诊治并开具了药方。20多服药服下
后，父女二人的相应症状逐渐消失。李
晓亮说，张涛救了他们全家人的命。

“中医是一门哲学，辨证施治与整
体观念是中医的精髓。”在张涛看来，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医需要大
量知识与临床经验的积累，才能真正服
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因此，他从未
停止探索与研究，“中医讲究千人千
方，当大夫要对得起患者的信任。”

假期首日，张涛顾不上吃饭和休息，一上午接诊81名患者

“当大夫要对得起患者的信任”

□马仁亮 报道
10月1日，东营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民警坚守国门一线，按照疫情
防控要求实施巡查，保障进出东营
港国际航行船舶顺畅通关。

疫情发生以来，该站坚持构建
高效运转的战时作战体系，统筹推
进疫情防控和口岸管控。今年以
来，东营口岸出入境船舶、人员数
量达600余艘次10000余人次，基本
达到去年同期水平。

守卫国门

守护团圆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蒋鑫

今年中秋节，郭金亮又没有回家。在村里走走看看，和村民
唠嗑，一起过节，他乐在其中。

在省残联工作的郭金亮，是省派菏泽市牡丹区高庄镇大石庄
第一书记。去年中秋节，记者在村里和他一起过节，今年中秋，
又在村里和他一起过节。

特色养殖，是郭金亮重点培植的富民产业。老郭说：“大石
庄村6位返乡创业的青年人，养殖近百个品种千余只高端观赏
鸽、鸡，带富了村民。疫情防控期间，扩建新建养殖场所3处，
大石庄的观赏鸡、观赏鸽，影响力越来越大。”

去年，村民石海江返乡创业。刚开始，听说要养观赏鸡，他
的父母不同意。郭金亮上门做工作，分析特色养殖的市场前景，
帮助石海江先养少量的观赏鸡。随着养鸡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
郭金亮找了一处院子，帮助石海江把“鸡棚”从家里搬了出来，
成立了江腾养殖场，以养种鸡孵出鸡苗出售为主。

“现在我养了20多个品种、100多只观赏鸡种鸡，平均四天
孵一次，一次差不多100只鸡苗，一个月卖五六百只不成问题，
一月能赚3万多元钱。”石海江说。

看完观赏鸡，郭金亮又到村民石航航家看兔子。22岁的石航
航以前在天津打工，在郭金亮的劝说下，回村创业，把目光瞄向
了养兔子。他从鄄城买了种兔16只，饲养3个月，中秋节这天下
崽65只。看着肉乎乎的兔子崽，郭金亮和石航航都笑开了花。

“看到特色养殖规模都得到扩大，我比回家过节还幸福。中
秋节，外出打工的村民回家过节，和乡亲们充分交流秋月梨、观
赏鸽、观赏鸡、肉兔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对下一步发展的信
心。”郭金亮说。

晚上，月亮升起来了，上大四的儿子和郭金亮视频。儿子开
玩笑地说：“您要好好干，别累着。”郭金亮的眼睛湿润了，话
语哽咽了。

第一书记老郭

在大石庄的第二个中秋

□ 本报记者 纪伟 本报通讯员 郑树平

“当年，俺和村里的姐妹们就在这些院子里烙煎饼、纳鞋
底、做军鞋，支援前线打仗。”10月1日，在临沂市沂南县马牧
池乡常山庄村，91岁的建国前老党员祖洪廷和儿子李清举、儿媳
陈洪花、孙子李晓刚一家三代4口人，来到村旁的红色旅游经典
景区——— 红嫂家乡旅游区暨沂蒙红色影视基地，向后辈及游客讲
起了她当年和村里姐妹们支前抗战的故事。

1946年3月，祖洪廷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她在村里从事妇女
宣传工作，曾多次给八路军传送情报，收集村里妇女们烙的煎饼、
纳的鞋子和鞋垫送给部队，还参与过清理战场工作。

来到沂蒙红色影视基地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祖洪廷虽然腿
脚不太利落了，但仍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跟着共产党走》等红色纪
念馆。之后，她边参观，边向儿孙们讲述她们当年的支前故事：“那
些年，咱村里男人都上了前线，家里只留下老婆孩子，我和姐妹们
便组织起来，会烙煎饼的烙煎饼，会纳鞋底的纳鞋底，会做衣服的
做衣服，那时候，大家只有一个心思，就是支援前线打胜仗。”

游客李晓刚今年23岁，在临沂一家公司上班，听完祖洪廷的
故事后动情地说：“以前在家里经常听奶奶讲她们支前的故事，
但国庆节在她们当年烙煎饼、纳鞋底的地方听这些故事，感觉特
别不一样，也有着特殊的意义。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
活，好好工作，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红嫂故里，

老党员讲述支前故事

□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通讯员 崔向河 报道
本报泰安10月1日讯 “爱心驿站专门为孩子准备了玩具，

既贴心又暖心，对我们带着小孩的游客来说真方便。”今天，来
自江苏的孙先生带着两岁半的女儿爬泰山。在泰山中天门游客服
务中心，得到值班医师尹国荣的帮助后由衷感谢。

中天门游客服务中心是泰山景区最大的游客集散地之一，每
年在此接待下山游客300余万人，日接待下山游客最大客流近6万
人。该中心工作体量大、服务需求高、突发情况多。

为此，泰安市总工会联手泰山景区在此建设了高标准的爱心
驿站，并配备医护人员实行24小时留守值班。面向所有的游客、
户外工作人员免费提供服务，保障他们“渴了有水喝、累了能歇
脚、伤了可急救”。据悉，泰安市总工会已在全市建成140多家
高标准的爱心驿站，全年为司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劳动
者解决饮水、就餐、如厕、休息等实际问题。

泰山爱心驿站

24小时不打烊

（上接第一版）在外祖父的影响下，他们家的孩子学会的第一首
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疫情期间，除了作为临沂市人民医院护士的宋晓敏在抗疫一
线战斗，万延汉与他的儿媳孙甲春也分别捐出了1万元支持疫情防
控。

临近中午，万延汉一家在门前合了一张影，纪念这个特殊的国
庆节。宋晓敏说，以后她也会将外祖父在战场上的故事讲给她的孩
子听，让红色家风代代传承。

天下之本在家。为家人做一桌美味菜肴，吃一顿团圆饭会让中
秋团圆分外珍贵。中午12点，济南公交K3路驾驶员管力峰和家人
坐到了餐桌前，工作30年来，像这样中秋团聚的机会并不多。今天
刚好是下午班。

母亲爱吃水煮鱼，管力峰一大早特意到市场买了一条大黑鱼。
他端起小碗，一点一点把挑好刺的鱼肉喂给母亲。老人因脑梗说话
不方便，但眼睛里满是欣慰和幸福。

都说公交驾驶员“起不完的三点半、吃不完的半截饭”，但开了
30年公交车的老管很满足，也很自豪。30年，他累计安全行驶100多
万公里，没有一起责任投诉，没有一起违法驾驶；30年，他手握方向
盘见证了济南日新月异的变化，更深切感受到了国家的繁荣富强。

1月23日，老管加入了“党员突击队”，“咱有责任冲在最前面。”
2月12日起，老管又驻守火车站，担负起了运送到济旅客至各区县
的任务。

“当时我们两班倒，6点到6点，夜班凌晨2点还有火车到站。”他
穿着厚厚的棉服，拉了一车又一车旅客，冷了就喝口热水，饿了就
啃口面包。因为车辆需要全程开窗通风，他的手生了冻疮。

除了他自己，妻子韩惠也在BRT站台认真履行各项防控措施，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儿子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更是天天坚守在一线。
老管的家庭也因此被评为济南市最美战“疫”家庭。

“您好，欢迎乘车！”下午2：50，老管驾车上路，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今天，他的红色口罩分外惹眼，因为上面印着：“我爱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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