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岩后小学开展了

“我与校长合个影”活动。

据悉，该活动以一周一个

主题而展开。每个班表现最

佳的同学，可以与校长合影，

还能与校长一起阅读等。截

至目前，该校校长已与近百名

学生合影。

通讯员 孔梦优 摄

我与校长
合个影

公益“心晴”支持热线
13588612320（739320）

24小时开通

安全举报电话：
13588606110、67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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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到了，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许

多人会选择远离城市喧嚣去郊外避

暑，感受大自然的凉爽。需要注意的

是，在浅山丘陵的草丛中，或者是郁郁

葱葱的树林里，可能潜伏着蜱虫，市民

要做好预防。

蜱虫，俗称狗爬子、草爬子、狗豆

子，是蜱目蜱总科中吸血性、寄生性节

肢动物的统称，全世界已发现约 800

余种，分为硬蜱、软蜱和纳蜱 3 个科，

我国有硬蜱和软蜱 2 科共 100 余种。

蜱虫能传播 40 余种人兽共患病，其危

害仅次于蚊虫。虫体椭圆形，未吸血

时腹背扁平，背面稍隆起，成虫体长

2mm 至 10mm；饱血后胀大如赤豆或

蓖麻籽状，可达 20mm 至 30mm。平

时匍匐在森林、山区或公园的草尖、树

尖或灌木丛之上，一旦人或动物经过

时接触到它，便会被它的前肢牢牢勾

住，从而爬到宿主身上进行叮咬、吸

血。

蜱虫叮咬会让人感到不安、疼痛，

并引起局部损伤和皮炎，某些种类的

雌蜱（如长角血蜱等）唾液腺可分泌一

种神经毒素，引起急性上行性的肌萎

缩性麻痹，如果作用于与呼吸有关的

神经上较长时间，可使人呼吸受到抑

制、窒息而死。

蜱虫是排名第二的疾病传播媒

介，能携带83种病毒、14种细菌、17种

回归热螺旋体、32 种原虫以及多种立

克次体等病原体。其传播的人兽共患

疾病包括斑点热、莱姆病、森林脑炎、

出血热、Q 热、回归热、野兔热、鼠疫、

布病和巴贝斯虫病等。目前已知的传

播途径有两种方式：通过蜱虫叮咬传

播——蜱虫叮咬携带病原体的宿主动

物后，其自身或其后代再叮咬人时，病

原体便可随之进入人体引起发病；通

过接触传播——直接接触危重病人或

带菌动物的血液等体液，也有可能会

导致传播。

预防蜱虫叮咬和蜱传疾病，首先

是做好个人防护。市民去公园或野外

踏青，要穿长袖衣衫，不要穿凉鞋，扎

紧腰带、袖口、裤腿，避免在草地、森林

中长时间坐卧，裸露皮肤表面涂抹含

避蚊胺（不建议 2 岁以下婴幼儿使用）

的趋避剂可预防蜱虫叮咬；其次是要

做好自身检查，从野外回来尽快洗澡

检查，并特别注意自己的头皮、耳后、

颈部、腋窝、腘部等这些有皮肤褶皱的

地方，是否有蜱虫叮咬，因为蜱虫的唾

液里的一些成分有麻醉作用，可以让

人感觉不到疼痛，如果携带宠物的话，

切记同样检查宠物身上是否有蜱虫附

着。

另外，市民可对居家周围环境进

行预防性处理，喷洒合适的卫生杀虫

剂，使用前应认真阅读说明书，按照使

用说明施放药物；同时住房要通风干

燥，堵塞墙洞和缝隙，畜棚禽舍要打扫

干净或用药物喷洒，以消灭蜱虫的孳

生场所。

（市科协供稿）

炎炎夏日
蜱虫叮咬
这样做

本报讯（融媒见习记者 胡轩） 6

月 24 日，第三届中国·浙产名药暨食

药同源健康产业发展大会召开。本次

大会以“浙产名药 扶正固本 食药同

源 健康中国”为主题，由中国中药协

会主办，浙江省中医药大健康联合体、

武义县人民政府承办，浙江省抗癌协

会、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寿仙谷”）等协办。

大会举行了科研院校与企业产学

研合作签约仪式，同时发布《芝含灵

瑞》《中华本草—灵芝》等新书。

据悉，寿仙谷作为浙江域内龙头企

业，将继续在产品研发上发力，与吉林农

业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

院食品科学研究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加速相关科技成果转化，更好地发挥以

灵芝为代表的“浙产名药”对民众健康的

价值，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现场，3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中

医药和食品领域专家、学者以及产业代

表，就如何进一步充分发挥“浙产名药”

特色优势、产学研共促浙江中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食药同源健康产业的发展

与未来、食药同源助力乡村振兴、“浙产

名药”灵芝与铁皮石斛的开发与应用等

话题进行探讨交流。

第三届中国·浙产名药
暨食药同源健康产业发展大会召开

组织本企业开展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

1.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学习研究本

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或重

点检查事项，组织研究部署开展对标

对表自查自改；建立企业重大事故隐

患台账清单，实行闭环管理。

2.能立即整改的，迅速整改；需要

一定时间整改的，明确责任人、措施、

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并按分级属地

原则向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

报告。

3.及时吸取专项行动期间国内外

发生的典型事故教训，迅速组织排查

整治本企业同类事故隐患。

4.专项行动期间，主要负责人每季

度要带队至少开展 1 次重大事故隐患

排查整治（高危行业领域企业每月至

少1次）。

落实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任
发挥管理团队和专家作用

1.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建立健全全员

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明确从主要负责

人到一线从业人员（包括劳务派遣人

员、实习生等）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

2.突出管理团队安全责任落实，组

织制定企业各分管负责人安全生产职

责清单和本次专项行动工作清单。

3.根据需要，聘请行业领域安全生

产专家强化技术指导，精准查找、科学

治理重大事故隐患，提高隐患排查和

整改质量。

组织对动火等危险作业
开展排查整治

1.深刻吸取近期违规动火引发的

重特大事故教训，组织开展 1 次全员

安全警示教育活动。

2.严格履行电气焊等动火作业审批

手续，督促作业人员严格遵守消防安全

操作流程，明确现场监护人员，严格落实

消防安全措施检查和作业过程监督。

3.组织对电气焊设备进行全面安

全检查，严禁带病作业，不得使用淘汰

或危及安全的电气焊设备。

4.组织对动火等危险作业人员以

及易产生重大事故隐患的其他关键岗

位人员进行 1 次全面排查，严禁聘用

和招请未经安全培训合格、未取得相

关证书的人员在特种作业岗位上岗作

业，明确“谁招请无证人员，谁负责任”

的管理制度。

组织对外包外租等
生产经营活动开展排查整治

企业主要负责人针对本企业生产

经营项目和场所外包外租（包括委托、

合作等类似方式）情况组织开展 1 次

全面排查。

组织开展
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根据本行业领

域事故特点，至少组织开展 1 次事故

应急救援预案演练（高危行业领域企

业每半年至少演练1次）。

（市应急管理局供稿）

@企业主要负责人 请抓好安全生产这些事

夏季是仅次于春季的精神疾病高

发季节，高温潮湿的气候让不少精神

疾病患者异常敏感。

夏季这些精神疾病高发
抑郁症。夏季是抑郁症复发的集

中期，也是高发期。高温会让人出现食

欲不振、失眠、焦虑等情况，严重时还会

打破作息规律，造成生物钟紊乱。这些

因素汇集到一起，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的

人可能就会患上抑郁症。

焦虑症。焦虑症和抑郁症号称

“精神界的双胞胎”。因为高温，人的

情绪会有些烦躁，如果再加上压力，很

容易让人陷入焦虑的状态。

失眠症。夏季容易出现白天犯

困、晚上睡不着的情况，时间一长，就

会出现失眠。而长时间处于失眠状

态，极易引发失眠症。另外，长期入睡

困难、睡眠质量低下、睡眠时间明显减

少都属于失眠症的表现。

神经衰弱。它是一种长期处于紧

张、压力大等负面情绪和极度疲劳引

起的大脑高级神经系统失调的疾病。

具体表现为：头痛、头晕、烦躁、易兴奋

又易疲劳、夜间入睡难、精神萎靡、注

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衰退、情绪激动

等。而这些症状在夏季更易出现。

夏季如何应对精神疾病高发
饮食健康。合理搭配饮食，增加

绿豆汤、西瓜等清凉食物，可有效防止

中暑和心理不适。

适度休息。充足和高质量的睡眠

加上适当休息和放松有助于缓解心理

压力，减少精神疾病的产生。

适度锻炼。适度锻炼可以增强身

体免疫系统和承受疲劳的能力，同时

可以缓解心理压力，增加身体舒适感。

保持良好情绪。积极做一些有益

于身心的事情，如读书、旅游、社交

等。同时，保持乐观、平和、愉快的心

情，可有效预防心理疾病。

做好健康管理。夏季病症容易反

复，因此需要加强个人健康管理，注意

保持清洁、通风的环境，避免因病导致

的身心问题和疾病。

此外，如果你有身体或心理上的不

适，应马上就医，以便得到及时诊治。

通讯员 杨高

夏季，注意这些精神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