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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说气象

杨梦倩

上周，“双台风”是当之无愧的天气舞台主角，其中
今年的第4号台风“派比安”对我市没有直接影响，另一
位主角第3号台风“格美”就来者不善了，在我市源源不
断地制造狂风骤雨，刷足了存在感。

同时，台风“格美”带来的特供“降温卡”作用十
分明显。上周后期，在雨水和大风的打压下，我市的
最高气温一直维持在 30℃上下，相较于周前期下降
了 8—9℃，酷暑体感明显缓解，也算是夏日里难得的
清凉体验。

在上周末，台风前脚刚走，副高后脚就再次加强西
伸，拿回了天气舞台的控制权，晴热高温天气火速回归。
昨天一大早太阳就高高挂起，带来阵阵热浪。白天我市
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上升到了32—34℃上下，体感
炎热。

然而昨天的闷热只是高温天气的开场秀，大家
要做好和高温打持久战的准备。接下来副热带高压
将再次控制我市，本周持续晴热高温模式再次强势
开启，预计最高气温会蹿升到 37—39℃上下，最低气
温会维持在 27—28℃左右，三伏天的酷热体感又将
卷土重来。

请大家继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避免在10时至
16时的高温时段出行，尤其是中老年人，要警惕夏季的

“热中风”。
除了关注“热”之外，大家还需注意午后局部地区出

现的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我市会出现阴有阵雨或雷雨
天气。这是受高温天气和海陆风环流影响，大家出门最
好带把伞，既可遮阳又可防雨。

台州市区具体天气预报如下：周一多云，局部有时
阴有阵雨，27—34℃；周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
27—33℃；周三多云，27—35℃；周四晴到多云，28—
36℃；周五晴到多云，28—35℃；周六晴到多云，28—
36℃；周日晴到多云，27—36℃。

高温重返天气舞台

台传媒记者章 浩 实习生江紫悦

“10分钟搞定，方便！”7月 28日上午，
在台州市立医院新院区，市民林先生接受
了即采即走的乙肝表面抗体快筛，医护人
员根据结果建议他去接种乙肝疫苗。

今年的7月28日是第14个“世界肝炎
日”，宣传主题是“消除肝炎，积极行动”。
当天，椒江区疾控中心联合台州市立医院
启动防治宣传，在新院区开展乙肝抗体免

费快筛、义诊、健康宣教、趣味互动等活
动，现场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积极参与。

及时筛查，提高防控意识

在肝病专家眼里，肝脏是“沉默的器官”，
因为肝脏没有神经末梢，患者往往不易察觉。

“肝炎的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治疗
非常重要，需要动员全社会关注，提高主
动防控意识，积极进行相关检测筛查。”台
州市立医院感染科主任金茜说。

病毒性肝炎是生活中最为常见的肝
炎。金茜介绍，病毒性肝炎有甲、乙、丙、
丁、戊5种类型，其中甲肝和戊肝主要经粪
口途径传播，乙肝和丙肝的传播途径包括
血液传播、母婴垂直传播和性接触传播。
肝炎患者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病情便会逐
渐转化为肝硬化，甚至肝癌。

她指出，要想及早发现，就需及早筛

查，及时控制疾病发展，“孕妇在孕前和孕
期接受筛查尤为重要，一旦发现母亲是乙
肝患者，孕期加强监测，必要时开展抗病
毒治疗，孩子出生后马上接种乙肝免疫球
蛋白和乙肝疫苗，能最大程度避免感染。”

同时，成年高风险群体接受筛查同样重
要。她说，医护人员、注射血液制品者、血透
患者、乙肝患者家属等重点群体也应自觉定
期筛查，如果确诊需及时接受规范治疗。

科学预防，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通常来说，接种疫苗，是目前预防病
毒性肝炎的主要手段。

“乙肝抗体阴性且未感染乙肝病毒的
市民，建议接种乙肝疫苗。”椒江区疾控中
心免疫规划科科长周蕴丽说，我国已将乙
肝和甲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新
生儿和适龄儿童可免费接种。

据了解，目前椒江区新生儿的乙肝疫
苗全程接种率已达到99%以上。她表示，重
点人群乙肝抗体检测阴性，最好也能自愿
接种乙肝疫苗。

“另外，日常生活中的不良生活习惯
和饮食习惯，也会让很多人患上肝脏类疾
病。”周蕴丽说，过度饮酒、肝毒性药物的
应用、高糖高脂等高热量食物的大量摄入
等，都会损害肝脏，引发酒精性肝炎、药物
性肝损伤，以及非酒精性脂肪肝或脂肪性
肝炎等疾病。

她提醒，平时我们也应提高健康意
识，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对于一些经常
熬夜、缺乏锻炼、饮食不健康的市民来说，
要尽快调整生活作息，做到控制饮食、营
养膳食、合理运动、控烟戒酒，科学控制体
重、保持心情愉悦等，同时也要避免滥用
对肝脏有直接损害的药物以及保健品，最
好是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椒江开展“世界肝炎日”宣传活动

行动起来，共同爱护“小心肝”

台传媒记者章 浩 实习生江紫悦

如果把供水管道比作城市的动脉，那
排污、雨水管道就类似于城市的静脉。密
集分布在城市各个区域的“经脉”，与人们
的生活和企业生产息息相关，需要定期维
护清淤。

7月 22日上午 9时许，临海大洋街道
前江北路粮油批发交易市场门口，停着一
辆黄色的疏通车。来自临海工投集团排水
公司的管道清理工曾建平和两位同事设
置好安全警示标识和安全围挡后，就用工
具打开脚下印有“污”字的窨井盖，开始投
入当天第10个污水井的清理工作。

“夏天不仅高温天多，暴雨天气也不
少，地下管网里累积的淤泥和各种杂物会
导致城市排水不畅。”临海市综合行政执
法局市政公用与物业事务中心副主任陈
义说，管道疏通工的工作就是清理雨污管
网里的垃圾和淤泥，确保雨污管网畅通，
同时他们还肩负着大雨时防范城市内涝
的应急处置工作。

通常，管道疏通工作以 3个人为一小
组。现场，曾建平和同事先看了看管道内
的环境状况，发现上面漂浮着一些垃圾，
便用网兜把漂浮物捞了上来，再拿出疏通
车上的高压水枪，开始冲洗管道。

他说，粮油批发交易市场门口的这个
污水井恰好是支管与市政主管网的交会
点，周边又有小区和小学，污水流量比较
大，容易出现淤堵。“从水位来看，现在里
面的水管没有堵住，所以只要站在上面开
展日常清理就好。假如发现有淤堵，就要
用机器人给管道做个‘肠镜’，看看问题究
竟出在哪里，再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
具，下井处理问题。”

大概冲洗 10多分钟后，曾建平和同
事又拿起网兜，相互配合着把里面的垃
圾捞上来。他们工作的地方没有树荫，阳
光直射到身上，3个人的脸上早已布满了
汗珠。

“我们每天大概6点出门，一个井一个
井清理过去，每个井的清理程序基本差不
多，要是井里发现淤泥，就要反复冲洗。”
他说，中午气温太高，可以晚一点开工，但
不管天气多热，都要完成每天的工作量。

10多分钟后，井里的垃圾都被他们捞
了上来，装了两袋子。他们说，一天下来，
大概能清理二三立方米的垃圾。

擦擦汗，脱下手套，曾建平从车里拿
出一个3斤重的水壶，大口喝起来。

“清理一个井，快的要十几分钟，慢的
要一个多小时。每个井连续作业，半天下
来，衣服就全湿了，一天要喝两大壶水才

够。”他说，管理部门和公司也给他们配备
了防暑药品，身体不舒服会马上吃药。

总共用了30多分钟，粮油批发交易市

场门口的污水井已经清理完毕。在恢复好
路面交通后，曾建平和同事又匆匆赶往下
一个污水井。

管道清理工：烈日下为城市“血管”清淤

曾建平（中）正在和同事一起清理污水井。 台传媒记者章 浩摄

“我在高温现场”系列报道

台传媒记者盛鸥鸥

“除了大家知道的工程渣土、废弃泥
浆外，这些也属于建筑垃圾，都要按照规
范收集、运输和处置。”7月 23日上午，椒
江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机动中队组织
执法人员，现场走访了建筑工地、运输企
业等，就省里新发布的《建筑垃圾管理基
本常识》开展面对面宣传，并针对大家关

注的问题答疑解惑。
据悉，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日前

发布的《建筑垃圾管理基本常识》，从分
类科普、条例解读、流程规范、处罚标准、
案例警示等角度，将建筑垃圾管理和资
源化利用等领域的应知应会内容进行了
汇编，推动普法宣教更加精准有效的同
时，提升相关单位和个人的环保意识和
规范处置观念。

在台州市恒驰运输有限公司的停车
场，执法人员现场查看了停放在此的多
辆工程车，嘱咐企业相关负责人按要求
抓好运输车辆的持证上岗、车身保洁等

情况。随后，聚焦清运环节可能存在的非
法倾倒等行为，该中队中队长陈杨详细
讲解了相关危害，并告知运输企业要面
向驾驶员做好培训和宣教工作，让“按规
定时间和路线清运建筑垃圾”“运输过程
中确保密闭运行、避免滴漏遗撒”等成为
他们的行动自觉。

在椒江区工人西路以北、学院路以
东地块项目的施工现场，执法人员以现
场查看和图纸辅助的方式，了解该项目
建筑垃圾的产生情况和清运方向后，要
求其加强责任意识，将建筑垃圾交由有
资质的运输企业清运，同时做好工地的

扬尘管控和出入口的保洁管理。
“这些细枝末节，都关乎城市环境品

质。”陈杨说，从实施后案卷数量减少的
情况来看，加强宣传教育很有必要。“为
推动建筑垃圾处置规范化，我们聚焦工
地源头、运输过程等各环节开展宣传服
务，并针对难点问题及时助企纾困。此
外，还将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落实联
合执法形成监管合力，确保建筑垃圾处
置规范有序。”

据了解，此次《建筑垃圾管理基本常
识》，还重点汇编了《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条例》中涉及建筑垃圾的相关条款。

椒江：强化建筑垃圾源头防控

本报讯（通讯员胡雅琴）夏季是餐饮
行业旺季，烧烤、大排档生意火爆，油烟
扰民成为市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近
期，玉环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大麦屿执法
中队启动夜间餐饮油烟整治行动，坚决
整治餐饮门店各类油烟问题。

在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对餐饮门

店开展拉网式排查，逐一检查了夜市餐
饮店铺的油烟净化设施安装、油烟净化
设施清洗等情况，共检查餐饮店20余家，
发现2家油烟净化设施清洗不到位问题，
当场责令限期整改。

“在执法检查时，我们注重宣传引
导，向餐饮门店相关负责人耐心讲解相

关法律法规，要求其在店内规范经营，禁
止出店露天烧烤，减少油烟排放对附近
居民的影响。”大麦屿执法中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为加强夜间市容市貌管理，该中
队执法人员对烧烤店出店经营、烧
烤摊等流动摊贩进行集中整治，共

整治出店经营行为 6 起，取缔流动摊
贩 53 起。

此外，大麦屿执法中队还建立健
全餐饮油烟治理长效管理机制，实施
常态化巡查、无缝隙管理、不定次数集
中整治行动，确保餐饮油烟排放规范
有序。

深夜出击，整治扰民“油烟味”

近日，黄岩区人民法院走进辖区多地“小候鸟”暑期爱心托班，以趣味横生的互动问
答和案例分析为媒介，引领孩子们学习法律知识，教导他们做自己的安全责任第一人。

台传媒通讯员赵丽平摄

法律知识送给法律知识送给““小候鸟小候鸟””

本报讯（通讯员叶昱含）7月 23日，在G1523甬莞高
速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司机被困车中。这时，两辆
路过的私家车施以援手，在确认司机平安后，他们默默地
离开了现场。

当天 15时许，在G1523甬莞高速温州方向 170公里
处，一辆大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失控，车上所载货物散落
一地，占据了第二和第三车道。

台州高速交警六大队民警接警后，立即指派就
近警力和施救力量赶赴现场。在此期间，后方两辆
路过的黑色私家车不约而同地停在了应急车道，打
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后，两车司机迅速下车快步奔向
货车。

“可能是天气太热，车辆爆胎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又
侧翻了。”刘师傅向民警讲述事发情况时仍心有余悸，他
说自己当时被困车内，没办法自救，幸亏当时有路过的好
心人帮忙。

所幸，刘师傅系了安全带，身体并无大碍。经过 2个
小时的紧急救援，横躺在高速中央的货车被吊车吊起，货
物转运完毕，货车也被拖离高速，现场恢复畅通。

货车高速爆胎侧翻
警民合力救援

本报讯（通讯员王国洋）日前，路桥区
横街镇卫生院医生王秀带着下村医疗小
分队医护人员，为辖区四甲村行动不便的
应阿公上门做免费诊疗。

据了解，今年 94 岁的应阿公患有
多种基础病，需要长期服用药物，子女
因为在外工作，无法常伴左右。前两
天，他在打扫家里卫生时，不小心扭伤
了脚踝。

获悉情况后，横街镇卫生院下村医疗
小分队第一时间上门。

“您这是脚踝关节扭伤，我已经给
您上了药，这几天尽量少走动。我再
开一些药，您按时服用就行。”在检查
过程中，王秀不仅为其处理了脚伤，
还根据老人的实际情况，开具“个性

化”处方。
这是横街镇卫生院下村医疗小分队

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自今年3月份以来，
他们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免费为辖区行动
不便的老人上门开展心电图、量血压、针
灸按摩、刮痧等多元化健康体检服务，同
时还向老人们宣传健康保健知识，提醒他
们科学进行日常保健。截至目前，下村医
疗小分队已为9位行动不便老人开展上门
服务39次。

横街镇卫生院院长贺海芬表示，很多
老人会拿出自己种的菜等表示谢意，医护
人员都会婉拒。“这是我们应尽的职责，不
管是在院内还是在院外，清廉医院建设要
求所有医护人员都不能接受患者的礼物
和馈赠。”

为行动不便老人上门做免费诊疗

当好老人的“健康管家”

台传媒记者罗家辉

“医保‘刷脸支付’，确实方便，特别是对我们这
些老年人，什么都不用带，既新鲜又省心。”7 月 24
日，在临海一家医药连锁店，买完药的陈大爷刚想亮
出手机上的医保码，没想到药店工作人员告诉他，不
用拿出手机，也不用刷实体卡或身份证，只需面对柜
台前的设备屏幕刷脸，短短几秒钟就可以用医保支
付买药费用。

“刷脸支付既方便了群众，也方便我们对购药者的
身份比对，十分快捷。”店内负责人介绍，医保“刷脸支
付”无需单独开通，已通过相关渠道激活医保码（医保电
子凭证）的参保人可以直接使用，暂未激活的参保人也
可以通过相关医药机构医保刷脸终端输入身份证号现
场开通使用。首次使用医保电子凭证的，输入身份证号
码等个人信息，即可快速注册医保电子凭证，也可以实
现刷脸支付。

为进一步提升医保公共服务的便捷性与普适性，优
化参保群众就医体验，临海市医疗保障局在台州率先试
点上线“医保刷脸支付”的创新结算方式，这也是医银合
作推出的惠民工程。

临海市医疗保障局智慧医保科科长李鑫海表示，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可以有效防止医保卡的盗刷和冒
用，提高支付的安全性，还能进一步缩短参保人就医
购药时间，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小孩就医也
更简单。

李鑫海说，医保“刷脸支付”应用是以国家医疗保
障局认证合格的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端为载体，以医
保电子凭证为媒介，采用“人脸识别+实名+实人”的安
全核验技术，充分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市民完全可以
放心使用。

据了解，目前，该应用已在台州医院、临海市第一人
民医院等 5家医药机构开展试点，共投入 11台设备，已
有8000余人次通过医保刷脸支付。

李鑫海表示，该局将持续深化医保服务增值化
改革，进一步扩大医保“刷脸支付”在定点医药机构
的使用范围，实现临海全市 311家定点医药机构全覆
盖，为群众就医提供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医疗保
障服务。

临海——

医保刷脸支付
便利“迎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