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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虎雄

7月 23日，周六，大暑。上午 10点半，
室外气温逾40℃。

毒辣的阳光下，李健波与同事戴着口
罩、身穿白大褂，疾步行走在仙居县横溪镇
苍岭村镇头自然村的弯曲小路上。

他们要去村东的小山坡。那里住着一
位行动不便的老人，等着接种第二针新冠
疫苗。

没有风，李健波汗流浃背。他拿出塞在
白大褂口袋里的冰红茶，喝了一口。

他是横溪中心卫生院的党支部副书
记、副院长，主任医师。“苍岭坑 5个、里湖
坑3个、小溪坑2个。”他告诉记者，“早上6
点从单位出发，镇头已是第四站。”

这几个小村落同属苍岭村，都是典型
的山头旮旯。其中苍岭坑距横溪镇区最远，
山路弯弯，开车得半个小时。

回到设在一家便利店的临时接种点，
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戴加五弄了个
西瓜，给李健波他们和接种后还在留观的
几位老人消暑解渴。

“这么热的天，谢谢你们！”村民郭阿
婆边吃西瓜，边对李健波表示感谢。记者
也趁这难得的休憩时间，逮住李健波聊了
一会。

这段时间，正值辖区60岁以上老人接
种第二针新冠疫苗的高峰期。横溪中心卫
生院的 3个医疗接种组分片包干，忙着为
行动不便的老人“送苗上门”。

李健波带的组，包括该院内科护士长
杨玲敏和防疫科接种人员泮莹莹。

他介绍，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接种
疫苗，是从 5月 20日开始的。两个月来，院
里3个组上门接种已超2000针次。

疫苗多“跑路”，老人少“跑腿”。
对李健波他们，正在苍岭村了解疫

苗接种情况的横溪镇副镇长陈尚瑶赞赏
有加，“他们的付出，切实提高了全镇
老人的疫苗接种率，筑牢了群体免疫
保障。”

山区老人居住分散，有时候找人得花
不少时间。

“有一次去河塘村下属的自然村，车子
在山里绕来绕去，整整一个上午就打了 3
针。”李健波边介绍，边擦额头上的汗珠。

眼下这样的蒸笼天，上门接种尤其辛
苦。但李健波不觉得，汶川地震后，他参加
过台州援川医疗队，“那时更苦，现在只是
晒得黑了点而已。”

吃完西瓜，大伙又赶往张庄村前村。
在88岁的张老汉床前，李健波详细询

问了老人的健康状况。核对身份信息后，叫

同事泮莹莹给老人接种了疫苗。
“给老人家多喝开水，注意清淡饮食，

针眼不能沾水。”离开前，李健波再三提醒

老人的家属。
此时已近正午。他和同事匆匆上车，前

往下一位老人家里……

李健波：山头旮旯接种忙
《不服“暑”，坚守一线战高温》系列报道

李健波在询问一位老人的身体状况。 本报通讯员娄纯钊摄

疫情防控 人人有责

本报记者周子凝

7月26日3时45分，台州湾新区在省
外来台愿检尽检人员中主动筛查发现 1
例新冠肺炎初筛阳性，台州市、台州湾新
区两级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应检尽检、愿检尽检有多重要？专
家表示，目前，核酸检测是判断是否感

染新冠病毒最科学的手段之一，是精准
防控的有效手段，是筛查感染者的第一
道防线，可以尽早发现传染源并从源头
上控制住疫情传播，防止因无法及时诊
断、及时隔离给整个疫情防控带来巨大
的挑战。

因此，市民在核酸检测方面，必须
最大限度地做到“应检尽检”“愿检尽

检”，以便尽快查清风险点。“应检尽检”
“愿检尽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身
边的亲朋好友负责，更是对社会防疫大
局负责。

专家提醒，市民要主动进行核酸检
测，做好自我监测和自我管理，主动配合
疫情防控工作，做好常态化核酸检测，重
点人群核酸检测频次则需按照相关规定

执行。同时，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不造
谣、不信谣、不传谣，落实个人健康防护措
施，共筑防疫屏障。

另外，各类公共场所（含公共交通工
具）要严格落实防控主体责任，做好扫“场
所码”、核验“健康码+行程码”、查验 7天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

“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很重要

本报记者谷尚辉

近期台州持续高温，有些市民出门时
就摘了口罩，将口罩直接放在口袋中。专
家表示，即便在高温天气，国内局部地区
仍有发生聚集性疫情和散发病例，疫情防
护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无论吃饭还是外
出，须注意保持社交距离，规范佩戴口罩，
做好个人防护。

在常态化防控期，疫情输入风险仍然
存在。因此，市民注意科学防疫很有必要。

大家要按照要求，主动配合常态化
疫情防控，定期主动进行核酸检测。近
期有外出旅行史的人员，应密切关注疫
情发生地区公布的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流调轨迹信息和中高风险区信息。有
涉疫风险的人员要立即向社区（村）和
单位报告，按要求落实核酸检测、隔离
管控等措施。

专家建议，在高温天气下，也不能
忽视个人防护。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
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要科学规范

佩戴口罩，口罩被汗水浸湿后应及时
更换。

同时，要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外出回家后，用肥皂或洗手液和流动水
清洗双手，也可用含酒精的免水洗手液
清洁双手；室内常通风，建议每天开窗通
风至少 3次，每次至少半小时；清洁室内
环境，对手机、钥匙、遥控器、门把手等经
常要接触的物品，可定期喷洒或擦拭消
毒；减少不必要的聚集、聚会，少去人群
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尽量保持一米社

交距离。
市民日常外出，要养成随身携带口罩

的习惯。到了厢式电梯、超市、农贸市场、
电影院等环境密闭、人流密集的场所，到
医疗机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地铁、
公交、高铁、飞机、出租车、网约车），记得
全程佩戴口罩。

此外，要主动做好健康监测，如出现
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应首先做好自我
防护，及时就医，就医途中不得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

夏日炎炎，疫情防控别打折

本报记者周子凝

7月26日进入“中伏”，热浪滚滚，让人
倍感烦躁。同样“抓狂”的，还有小动物们。

入夏以来，全市70余家犬伤门诊就诊
人数不断上升。市疾控中心数据显示，6月
份全市犬伤暴露人数达6000余例。

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受到动物咬伤？
一旦咬伤该如何处置？市疾控中心传染病
防制科主管医师郑翔提醒，养宠物人士应
做到文明、规范，尽量少挑逗宠物，尤其是
野外的流浪动物。一旦被咬伤，要及时前往
犬伤门诊规范处置。

被动物抓咬需规范处理

市民许女士养了一只泰迪，前几天更
换狗粮时，狗突然起身攻击。当时，她并未
穿长裤，小腿处被抓出一道两三厘米长的
伤口。

好在许女士有多年养宠物的经验。

她当即在家用肥皂水冲洗伤口 10 余分
钟，随后前往附近的犬伤门诊就诊，并无
大碍。

“夏天天气炎热，人们衣着单薄，皮肤
暴露多，就增加了被宠物攻击的风险。”郑
翔说，理论上，所有哺乳动物如猫、狗、狐
狸、黄鼠狼及蝙蝠等，都有可能传染狂犬
病，它的致死率几乎100%。

他介绍，狂犬病是狂犬病毒所致的
急性传染病，人兽共患，多见于狗、猫等
动物，人多因被病兽咬伤而感染。其临床
表现为特有的恐水、怕风、咽肌痉挛、进
行性瘫痪等。大多数狂犬病发作都是与
被犬咬伤相关，极少数是因被猫等其他
动物抓咬。

“一旦被动物咬伤，市民要立即用肥皂
水连续冲洗15分钟以上，若身边没有肥皂
水，用清水冲洗也有一定效果。清洗后，前
往就近的犬伤门诊，医生会评估暴露情况
再进行相关处置。”他建议。

“相关研究证明，狂犬病病毒的潜伏

期通常为 1 至 3 个月，99%的狂犬病是在
被抓咬的一年内发作，超过 1年再发病的
情况极少见。如果是头面部或其他神经分
布密集的部位，被有狂犬病的动物咬伤，
潜伏期则更短，发病也更快。”郑翔说，在
不能确定猫狗是否健康时，千万不要用脸
去蹭它们，若遇上动物咬人时，尽量保护
好头面部。

文明养宠减少抓咬率

“被动物抓咬后，市民接种狂犬病疫苗
应当按时完成全程免疫。按照程序正确接
种，对机体产生抗狂犬病的免疫力非常关
键，只有按程序打完，才能确保预防效果。”
郑翔提醒，在日常生活中，养宠物人士还要
做到规范、文明养宠物，一方面注意对家养
的毛犬类宠物进行圈养，及时带自己的犬
类等宠物接种相关动物疫苗，平时不要与
其过分亲密，儿童、老人不要去随便挑逗它
们，尽量不要去触摸动物的绒毛，特别要避

免嘴对嘴喂食等动作。
另外，在出门时，市民要养成给宠物系

绳的习惯，这样伤人的概率至少能减少一
大半。

今年5月1日出台的《台州市养犬管理
条例》规定：重点管理区内，养犬人携犬出
户应当避开上下班高峰期等时间和人员密
集区域，主动避让他人；犬只由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携带，使用1.5米以下的牵引带牵
领，且每人牵领不得超过一只；进入公共楼
道、电梯等狭小空间，采取为犬只佩戴嘴
套、收紧牵引带、怀抱、装入犬笼或者犬袋
等安全措施；乘坐小型出租汽车，征得驾驶
员以及同乘人员同意。

在有设置禁入标识的公共场所，养犬
人需遵守相关规定。此外，没有设置禁入标
识的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市民可以遛
狗。但在重点管理区内要为犬只佩戴犬牌，
要采取有效措施，即时清理犬只排泄物，并
且不得放任犬只影响环境卫生、破坏公共
设施。

进入夏季，犬伤门诊量明显上升

7月25日，在仙居县下各镇马垟村，农民驾驶农耕机在翻耕水田，成群的鹭鸟在水田里
嬉戏觅食，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田园风光。连日来，当地农民抓紧在收割
后的早稻田翻耕，准备播种晚稻，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本报通讯员王华斌摄

本报讯（通讯员陈端一 记者牟新禹）
近日，玉环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楚门中队针
对辖区内美容美发店开展垃圾分类普法宣
传活动，同时重点检查门店内有害垃圾收
集容器的设置与投放情况。

在一家理发店，执法队员发现，该店只
设置了“其他垃圾”和“可回收物”两个桶，
用完的染发剂被丢在了“其他垃圾”桶内。
店员表示，他们用的都是有安全认证的产
品，不会有害。

“尽管大多数化妆品都不属于有害垃
圾，但像指甲油、染发剂等美容美发用品是
含有一定有害成分的，需要归入有害垃
圾。”楚门中队工作人员介绍，店员的错误
观点也代表了很多从业者的想法，说明他
们认识还不到位。

执法队员找到了该门店的负责人，
向其讲解有害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并
对店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现场指导。经
过一番交流，店里的工作人员改变了之
前的看法，纷纷表示将做好有害垃圾分
类工作。

“之前我们的垃圾分类检查主要关注
餐饮店，看他们有没有把易腐垃圾和其他
垃圾分清楚，目前取得了不错的成效。”楚
门中队有关负责人介绍，下阶段，他们将对
其他“六小”行业开展检查，查漏补缺，提升
分类实效。

用完的染发剂也是有害垃圾

本报讯（通讯员朱振宇）“这样一整治，我们在家
烧饭就更安心了。”7月25日上午，天台三合镇综合行
政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燃气经营企业进行联合大检查。

为加强燃气经营企业安全管理，减少事故发生，
此次行动重点开展燃气经营行为执法检查与计量监
督检查，重点查处非法销售燃气、非法储存燃气、非
法充装燃气等违法行为。

“这个气瓶怎么没有实名”“你们的周界报警系
统怎么没启用”……行动过程中，执法队员对企业工
作人员进行询问，并联合乡镇燃气管理工作人员，对
燃气经营企业进行安全宣传，告知违法经营的危害，
督促燃气企业依规合法经营。本次行动中，共发现问
题6处，重大隐患2处，完成整改6处。

“这次检查不仅仅是为了规范燃气企业，更是希
望通过源头管控，加强用气宣传，增强送气人员和用
户的安全用气意识，做好燃气安全工作。”该镇综合行
政执法队常务副队长许翔说，下阶段，该镇综合行政
执队将继续加强执法力度，加强对燃气企业的监管。

三合开展燃气
经营企业检查

本报讯（通讯员徐秀秀）近日，黄岩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查处一起排水户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
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案，目前已对当事人
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

今年5月，该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位
于西城街道横河村的黄岩森宝汽车生活馆将洗车产
生的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但无法出示城市排水
许可证。该行为已违反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
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涉嫌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证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

执法人员当场发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
令其补办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完成相关的审
批手续，并对该违法行为予以立案查处。

“排放污水需先申领排水许可证。”该局机动中
队副中队长叶朝辉表示，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
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
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向城镇排水主管
部门申请领取排水许可证。未取得排水许可证，不得
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

黄岩一汽车生活馆
擅排废水被罚

本报讯（通讯员陈 峰 记者颜 静）近日，温岭市
开展 2022年度“扫黄打非”工作收缴罚没非法侵权
物品集中销毁行动。

此次行动共依法公开销毁非法出版物962册左
右、非法音像制品 1889余张、非法安装的卫星电视
接收设备136个，同时还有一定数量的无证游艺机、
黑电台等。现场物资统一采取无害化处理的方式进
行销毁，办案人员、保管人员全程监督物资销毁过
程，防止罚没物品外流。

据了解，温岭市已连续多年开展集中销毁行动，
累计共销毁各类非法出版物 10万余件。今年以来，
温岭坚持创新方法、打防并举、综合治理等举措，深
入开展“护苗”“净网”“秋风”等五大专项行动。针对
当前“扫黄打非”工作的新形势、新变化，重点突出网
络涉非涉黄涉敏等集中整治，积极探索“数字+扫黄
打非”治理新模式，持续加强对学校、出版单位的阵
地管理，切实推动“扫黄打非”工作提质增效。今年上
半年，共查办“扫黄打非”相关案件11起、行政处罚7
起、刑事处罚1起，其他3起，罚款9.8万余元。

温岭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
员表示，温岭将将重拳开展“八大行动”，广泛开展“扫
黄打非”常识普及宣传和案例警示宣传，用好“随手
拍”举报平台，落实好举报奖励制度，筑牢群防群治基
础，扎实做好出版及意识形态领域“除险保安”工作。

温岭集中销毁
一批非法侵权物

本报讯（通讯员杨舒媚）7月 25日早上 8点，仙
居县公安局横溪派出所接到一女子报警求助：其丈
夫陈某头天下午出门钓鱼，一直未归，并于当晚开始
失去联系。

得知陈某钓鱼的地点在湫山乡一座深山中，值
班民警朱海华和巡防队员季秋伟火速出发，赶往其
失踪的区域附近。途中，两人联系了仙居县红十字两
栖救援队。

到达山脚后，朱海华观察周围环境，分析陈某上
山可能会选择的路线，确定了搜救方案。

烈日当空，救援人员顶着40多度的高温翻山越
岭。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在仙居与缙云交界处半山腰
的一个水沟中找到了陈某。

“醒醒！醒醒！你还好吗？”听到陈某发出微弱的
回应声，朱海华稍微放下悬着的心。此时的陈某已经
被困山中将近20个小时，且头部受伤，意识不清。而
此处属深山峡谷地带，山路陡峭险峻，不论是上山还
是下山都困难重重。

为了节约时间，尽快将陈某安全送下山，大家决
定兵分两路。几名救援队的队员暂时将伤者转移到
阴凉处，在原地等候。朱海华、季秋伟等人则带领
120急救车，绕道从缙云方向到山顶，再徒步走到陈
某受伤的半山腰处。

此时已是下午1点多，众人汗流浃背，合力用担
架抬起伤员。季秋伟走在最前面，用镰刀劈开山间小
道旁的杂草和树枝，才开出一条能行走的道路。山中
气候多变，突然下起了暴雨，增加了救援难度，但是
没有人因此放慢脚步。

历经 7个多小时，大伙终于将伤员成功送到山
下。目前伤员已在医院接受治疗，暂无生命危险。

男子深山钓鱼摔伤
警民合力跑赢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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