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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谭盼盼

6月 6日是第 27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

活动主题是“关注普遍眼健康，共筑‘睛’彩大

健康”。

当我们发现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的

时候，是否忽视了这样一件事：近视是可防可

控，但不可治愈。

近视可防可控，但不可治愈
这两天，家住芦淞区的李女士忧心忡忡：

前段时间，她的 5岁儿子乐乐在幼儿园体检时

被查出屈光不正。经过专业眼科医院的详细检

查，孩子最终被确定为双眼散光达到 150 度，

需佩戴眼镜矫正。

李女士坦言，从 2 岁起，乐乐就开始接触

电子产品。有时，为了不让孩子哭闹，一看就是

一两个小时。

在株洲，像乐乐一样屈光不正的孩子并不

在少数。

何为屈光不正？屈光不正是指眼在不使用

调节时，平行光线通过眼的屈光作用后，不能

在视网膜上结成清晰的物像，而在视网膜前或

后方成像，它包括远视、近视及散光。

“如今，‘小眼镜’越来越多，尤其是高中生

群体已成为近视眼发病的‘重灾区’。”省直中

医院眼科主任肖哲夫介绍，这两年，他们对全

市约 7 万名青少年进行视力筛查。结果显示，

在小学阶段，有 28%的学生存在屈光不正；在

初中阶段，约有一半的学生存在屈光不正；在

高中阶段，这一比例竟攀升到 80%。

“婴幼儿时期过早接触电子产品、近距离

用眼时间过长、睡眠与运动时间不足等都会引

发视力问题。”肖哲夫说，近视眼的发生多从学

龄期开始，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近视眼

的发生率逐渐升高。值得一提的是，近视可防

可控，但不可治愈。如果已经近视了，忍住坚持

不戴眼镜是误区，一定要请专业医生做检查。

远视储备并非越多越好
不少家长会疑惑，为何孩子是远视？

据悉，眼轴的长度决定物体在视网膜的

成像位置，孩子的视力情况跟眼轴的发育有

直接关系。新生儿以及学龄前儿童因为眼球

小、眼轴较短，在未发育到成人水平之前，

眼睛所看到的物体经过眼睛的屈光系统后落

在了视网膜后方，形成远视，这属于正常的

生理现象，这种生理性远视就是医生所说的

“远视储备”。

那么，孩子的远视储备是越多越好吗？

“儿童的眼部发展有三个阶段，分别是生

理性远视，正视和近视。”肖哲夫介绍，我们每

个人出生自带的“远视储备”，就像是为视力发

育存的一笔款。当这笔存款消耗完毕，眼睛也

从远视状态发展为正视。远视储备也不是越多

越好，虽然近视的概率会大大降低，但是远视

超过正常值太多，会影响孩子的大脑视皮层的

发育引起弱视，还会引起斜视。

一般来说，3—4 岁儿童有 200—250 度的

远视储备，5—6 岁的儿童有 150 度—200 度的

远视储备，7—8 岁儿童有 100 度—150 度的远

视储备，8—12岁的儿童有 0—100度的远视储

备。

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
眼睛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光学器官，来自我

们身体感觉器官的 80%—90%的信息是通过

眼睛获得的。事实上，80%的眼病可通过眼底

照片做出诊断和筛查。

“眼底是唯一能用肉眼直接、集中观察到

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的部位，这些血管可以

反映人体全身血液循环的动态以及健康状

况。”肖哲夫介绍，眼底病的患者其临床表现一

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患者不同程度地出现视力

下降，或出现明显的视物变形，严重时单眼或

双眼视力大幅下降，甚至无光感；二是视野缩

小或有暗影，患者自我感觉眼前有黑的“漂浮

物”或“蜘蛛网”。

眼底检查不仅是检查玻璃体、视网膜、脉

络膜和视神经疾病的重要方法，更是许多全身

性疾病监测的“窗口”。眼科医生会从眼底图的

细微变化中发现许多问题，从而为全身疾病提

供诊断和治疗的重要资料。

肖哲夫建议，把眼病筛查纳入慢病筛查系

统中，保证危险人群、高危人群一年一次的眼

底检查。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顾
言心) 近段时间，阴雨绵绵，也让一些疾病趁

势“兴风作浪”。6月 6日，记者从市妇幼保健

院获悉，最近，突发急性阑尾炎的患儿在明显

增多。

“我真是太粗心了，让孩子遭了这么大的

罪。”近日，在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看着刚做

完手术的孩子，市民李女士自责不已。

原来，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李女士的 5岁儿

子童童（化名）突然嚷着肚子痛。一开始，她以

为孩子只是着凉了，休息一会儿就好。不料，孩

子的症状越来越严重。第二天早上，她才带着

孩子去医院。

经检查，童童属于急性阑尾炎，且由于送医

不及时导致阑尾穿孔，必须接受阑尾切除手术。

“最近天气湿热，因不洁饮食引发急性阑尾

炎的患儿明显增多，最多的一个晚上我们收治

了 3名患儿。”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主任刘志

新介绍，小儿急性阑尾炎是小儿腹部外科常见

的急腹症，主要集中在 6—12岁，但 5岁以下幼

儿发生阑尾炎的情况越来越多见，因其诊断较

年长儿更困难，发生穿孔率可达 40%，所以更需

要引起家长重视。

日常生活中，不少家长会把急性阑尾炎、急

性胃肠炎搞混，因为二者都有呕吐、腹泻、肚子

痛等症状。

如何分辨？刘志新提醒，当孩子有典型的

腹痛病史及右下腹的固定压痛时，就很可能是

急性阑尾炎。当孩子的腹痛部位不固定，且大

便常规可见白细胞和脓性细胞时，就可能是急

性胃肠炎。

值得一提的是，在阑尾炎早期，通过保守抗

感染治疗，部分是可痊愈的。如果保守治疗无

效，感染不能控制，则应及时行阑尾手术，以免

因阑尾化脓或穿孔导致严重的腹腔弥漫性炎

症。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尚
客君）“感谢你们，让我很快能够回归正常生

活。”近日，在市中医伤科医院，即将康复出院的

蒋师傅将一面锦旗送给帮助过他的医护人员。

蒋师傅今年 50 岁，前段时间，他遭遇了一

场车祸，导致全身多处骨折、胸腔及腹腔出血，

伤势严重。随后，他被送到市中医伤科医院抢

救。

该院立即为蒋师傅开通绿色通道，经胫踝

科、外科、重症医学科及手术室麻醉科等多学科

专家第一时间集结到位。

处理骨折、止血……医护人员各司其职，与

死神赛跑，最终让蒋师傅化险为夷。

术后，为了让蒋师傅更好地恢复，该院不仅

派出精干护理团队对他进行精细护理，更不定

时地展开心理疏导，确保他身心同治。

“他们用专业的治疗和暖心的服务让我看

到希望。”对于这些白衣天使，蒋师傅连连点赞。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琼 通讯员/周
琪 欧阳玲) 夏季来临，又到了小飞虫活跃的季

节。如果有飞虫不慎进了耳道，千万别自己瞎折

腾，小心适得其反。

前两天，家住渌口区的袁嗲嗲遭遇了一件

烦心事。他在自家庭院散步时，一只小虫子竟飞

进了他的耳道。由于又痒又痛，他赶紧用掏耳勺

掏耳道，希望能将虫子掏出来。不料，他掏了半

天发现虫子越钻越深。一招不行，他再出一招，

决定往耳朵里滴食用油，想以此淹死虫子，可这

招不仅不奏效，反倒让他耳道被堵，几乎听不

见。

折腾了一番后，他才来到当地卫生院求助。

医生查看发现，虫子已进入耳道深处，必须用专

业设备才能取出来。随后，袁嗲嗲来到市三三一

医院耳鼻喉门诊就诊。

“通过耳内镜，我发现虫子已占据了患者的

耳道，导致我根本看不清他的鼓膜情况。”该院

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万华介绍，为此，他只能用

叮咛钩一点点钩出虫子。经过细致操作，最终顺

利地将虫子取出。所幸，袁嗲嗲的鼓膜未受损。

万华提醒市民，一旦遇到飞虫入耳，千万不

要在家自行用掏耳勺掏耳，也不要听信滴油、扯

着耳朵摇晃等方法，以免刺激虫子向耳道深处

爬去，从而损害鼓膜，引发听力下降，有问题要

及时到医院寻求帮助。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刘
琼 通讯员/谭盼盼）“如果看病

能像去游乐场一样轻松就好了”，

相信这是不少孩子梦寐以求的。6

月 1日，省直中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儿科门急诊区启用，孩子们的这

个小心愿能够实现了。

墙面上张贴着五彩斑斓的卡

通图画，大厅设置了旋转滑滑梯，

还有专为儿童设计的厕所和洗手

池……走进省直中医院儿童医学

中心儿科门急诊，你仿佛来到一

家大型游乐场，童趣十足。

据悉，该急门诊区开设了儿

童急危重症专科、神经专科、呼吸

专科、中医专家门诊，并设立了中

医治疗室、肺功能室、智能雾化室

等，为患儿提供一站式便捷就医

服务。为了缩短候诊时间，其急诊

诊室增加至 6间。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该院还

针对儿童启动了义诊周活动，让

孩子们免费享受专家义诊、健康

体检、应急救护技能学习等服务。

5岁男童突发肚子痛 警惕患上急性阑尾炎

男子因车祸致重伤 多学科专家联手施救

飞虫入耳后“土方法”没见效

近视可防不可治，远视储备并非越多越好……

这些爱眼知识你Get到了吗？

在省直中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儿科门急诊区，孩子正在学习应

急救护技能。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琼 摄

医院里的“游乐场”
省直中医院儿童医学中心儿科门急诊区启用

训练场上，参赛消防员手脚协同用

力、奋力向上攀爬。两层楼高的距离，仅

用时 10 秒不到。日前，市消防救援支队

举行 2022 年体能竞赛活动，来自全市 16

个消防救援站，近 80 名消防员和政府专

职消防员同场竞技。

本次体能竞赛设有项目有 5000 米

跑、100 米负重、绳索攀爬等科目比拼。

经过 3 天紧张激烈的角逐，枫溪大道特

勤站、向阳消防救援站、迎宾大道消防救

援站分别获得团体总分前三名。

“能够与全市的佼佼者切磋技能、总

结经验，希望今后多多开展类似活动，让

我们迅速成长。”赛后，一位政府专职消

防员兴奋地说。

入夏以来，我市消防救援队伍掀起夏

季大练兵活动，采取“小班化”教学模式，

开展山岳绳索救援、内攻灭火、安全搜救

与救助等作战安全技能训练，让队员们磨

练技艺，确保关键时刻拉得上，打得赢。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讯员/曾美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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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讯员/谭方亮

雨水情监控、电话视频调度防汛一线……6

月 5日凌晨，市应急指挥中心值班室灯火通明，

值班人员不断接收汇总市防指单位上报信息，

城市应急“大脑”不断向外输送预警预报信息。

5 月以来，我市多地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

今年汛期又是一场硬仗。全市应急系统精准预

警、科学调度，确保安全度汛。

今年降雨量较往年同期
偏多25.01%

今年“端午水”的强度属常年罕见。5 月 28

日开始，强降雨一直在我市上空徘徊。从气象数

据上看，今年 1月 1日至 5月 31日，我市平均降水

量为 925.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25.01%。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幸好及时接

到预警，指挥村民跑出来了。”6 月 4 日凌晨，醴

陵市嘉树镇干部到豆田村水势低洼处现场巡

查，对该镇桎马线出现的塌方点开展应急处置

工作。

汛情就是命令。市应急管理局会同气象、水

利、自然资源与规划等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汛

情，加密会商调度，及时研判预警，确保各项防

范措施及时部署到位。

市安委办、市防汛办牵头组织，各县市区、

各镇（街道）和市直相关单位党政领导干部纷纷

带队深入本辖区、本行业领域督导检查安全生

产、防汛备汛等工作，全力做好河边、坡边、库

边、城市低洼易涝地带等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

工作，把风险和隐患排查工作做在灾害来临之

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精准预警抢夺防汛先机

目前，株洲“一江两水”水位均在警戒水位

以下。水位虽开始慢慢下降，但值班室的工作人

员依然不能松口气，又在开始抽查值班值守情

况。“乡镇巡查人员有没有去巡堤？”“每隔 3 小

时，上报一次水情数据。”

防汛，除了靠传统的“脚底板”不间断巡查，

更需要时刻在线的“智慧双眼”严防死守。

走进市应急指挥中心，迎面就是一块硕大

的电子屏，上面实时显示着全市雨量、水位等各

种数据。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哪块

区域过去和未来的降雨量是多少，城区哪里发

生内涝，附近哪里有救灾物资、救援队伍，通过

这张图，可以一目了然，为防汛调度提供高效可

靠数据。

“车上还有些折叠床、毛毯，大家抓紧时间

卸。”在市救灾物资储备中心，工作人员加紧搬

运防汛救灾物资。市应急管理局救灾和物资保

障科科长曾炯虎表示，省应急厅向株洲下拨的

600床毛巾被、250张折叠床等救灾物资已及时

入库，保障关键时刻可调可用。

雨水不止，工作不停。端午节期间，全市应

急系统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制度，不定时抽查

全市应急值守在岗到位情况，确保应急响应及

时、高效、顺畅。

提升基层应急能力
做实做细“六基”工作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讯员/
晏汇） 6月 2日，株洲应急管理系统“基层基础

工作年”活动动员部署视频会召开，部署动员今

年全市应急系统“六基”工作。

据悉，今年全市应急管理系统将围绕构建

“六基”工作体系，即通过做实基层组织、整合基

础数据、完善基本制度、夯实基础条件、形成基本

格局、做优基本工作等 6 个方面 29 项具体工作

任务，为全市应急管理事业发展奠定基石。

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颜文明要求，

开展“基层基础工作年”活动要紧扣目标冲，以更

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一年接着一年干，

把各项工作任务一件一件落到位、抓到底。

会议还就防汛减灾、安全生产大检查、安全

生产月、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党风廉政

建设等重点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

消防部门对多经营性自建
房火灾隐患“亮剑”

已督促整改185处
曝光45家火灾隐患单位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讯员/
曾美丽）“宾馆酒店作为人员聚集场所，不能在

窗户外面设置防盗网……”近日，攸县联星街道

联星社区，攸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县住建局、县

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开展突击检查，发现一家宾馆

的自建房在窗户外面设置有防盗网，且只有一部

疏散楼梯，还存在应急照明灯损坏、部分灭火器

过期等隐患，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

消防监督员表示，在未经消防安全验收之

前，将责令该酒店暂定营业。

经营性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综合治理工作

开展以来，市消防救援支队印发了《全市生产储

存经营租住村（居）民自建房重大火灾风险综合

治理工作方案》，全市 10个县（市）区全部召开工

作部署会、推进会，105 个乡镇（街道）消防安全

委员会“同频共振”，全力推进经营性自建房消防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市县两级成立了由主要领导挂帅，应急、消

防、公安等部门精锐组建的专班，建强会商通报

制度、开展联合检查执法。截至目前，全市共排

查经营性自建房 3099 栋，发现各类消防安全隐

患 509 处，督促整改 185 处，曝光火灾隐患单位

45家。

下一步，株洲消防队伍将加大宣传引导，发

动社区网格员进行全面系统排查，继续加强部门

联动，督促隐患整改到位。

近日，市应急管理局举办 2022 年应

急管理信息化建设专题培训班，邀请省应

急厅、市公安局、市消防救援支队以及信

息化领域相关专家为参训学员传道授业。

此次培训课程为期 3 天，介绍了我

市应急管理信息化建设现状和发展规

划，重点解读应急管理网络安全、智能装

备应用等内容，华为、大疆公司专家向学

员手把手教授卫星电话、无人机应急装

备的实操要点。

醴陵市左权镇安监站站长王政告诉

记者，应急人要善用科技手段，才能在处

置突发事件时处事不惊，将把此次学习

的干货知识分享给基层一线工作人员。

近年来，我市应急系统加强安全生产

信息化管控，在高危行业领域全面建设安

全风险监测预警信息系统，推动安全管理

由被动防事故向主动防隐患转变。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马文章

通讯员/肖琼 摄

迎“汛”而上 株洲应急人坚守岗位保安澜

防汛一盘棋 打好主动仗
马文章

每年汛期大考，既考验防灾救灾体系和应急

管理能力，也考验为民情怀和责任担当。

6 月 6 日起，我市强降雨过程稍有减弱，但强

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往往具有偶发性、突然性的

特点，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防汛涉及部门多，尤其注重统筹协调。例如，气

象部门紧盯“雨什么时候下、往哪里下”；水利部门研

判“水往哪里流、怎么调节”；自然资源部门监测“地

质灾害风险点在哪里、如何有效防范”；应急管理部

门负责“人往哪里转移、如何确保安全”……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防汛减灾，需要每一步

都想在前面、备在前面、抢在前面。只要部门间通

力协作，人人众志成城，下好防汛减灾一盘棋，就

一定能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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