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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富刚 通讯员 张凯
鸣）近日，记者在单县中医医院新院区
看到，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健康体检
中心和健康教育中心运营以来非常受
人欢迎。体验中医针灸、推拿、刮痧、拔
罐、药浴、足疗及各种艾灸、理疗手段的
人很多，大家早预防、早治疗，充分体现
中医未病先防的“治未病”健康理念正深
入人心。

近年来，单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
视中医药事业发展，先后出台《单县人
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单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具体举措》等文件，大
力推动县中医药事业发展。

单县中医医院在山东省中医医院
帮扶下，帮带效果和社会效益十分明
显，形成了以中医诊疗为中心、康复和
治未病为两翼的服务格局，县中医医院
骨伤科为全国基层中医重点专科，康复
科和骨伤科入选山东省县域龙头专科，

针灸科、肛肠科入选为省中医优势专科
集群项目。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中医药发展势头强劲，均建成中医
国医堂，内设中医诊室、中医药房等，全
部纳入县中医医院一体化管理，能开展
8类 30项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全县
274家村卫生室配备了至少 1名以中医
药服务为主的乡村医生或能中会西的
乡村医生，其中 137家村卫生室配备了
中草药或中医基本设施设备，能够提供
4 类 以 上 中 医 药 技 术 服 务 ，占 比
78.73%。建设有“姜翰学术流派”省级
齐鲁医派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县
中医医院获评山东省中医药文化建设
示范单位、山东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
基地。全县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和县妇
幼保健机构全部设置了中医科。23家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建立了中医馆、
国医堂，其中市级精品国医堂增至 8个，
中医药特色村卫生室增至 20个，全面推
进了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创新健康发展。

5月 2日是第 25个“世界哮喘日”，哮喘是近年
来十分引人关注的全球公共健康问题，也是儿童期
最常见的慢性疾病，如不积极治疗，儿童哮喘中约 1/
3-1/2的人可迁延至成人。眼下，飞扬的柳絮和花
粉让很多孩子的“老毛病”——哮喘又犯了。日常
生活中，如何科学防治呢？为此，记者采访了市妇幼
保健院院长助理兼儿科主任李金凤。

记者：什么是儿童哮喘？
李金凤：支气管哮喘是儿童常见的慢性气道疾

病，换季和飞絮时节常发。主要的症状与成年人相
同，表现为反复发作的喘息、咳嗽、气促、胸闷，而且
会在夜间加重。然而，由于很多家长对支气管哮喘
的认识不足，误以为孩子只是普通感冒或是支气管
炎、肺炎等，自作主张带孩子到医院进行雾化治疗，
症状得到缓解便立即停药。事实上，雾化所用的药
物正是哮喘患者所需的糖皮质激素，效果明显更可
以说明孩子已经患有哮喘。儿童哮喘的漏诊率极
高，这跟家长的错误判断有极大的关系。

记者：飞絮和花粉为什么会引起哮喘？
李金凤：每到春季，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就会收

治多名支气管哮喘的患儿。飞絮本身无毒，但由于
质地轻，常随风起舞，就会携带空气中的细菌、病毒
和花粉，形成过敏原，会导致皮肤瘙痒、起红斑，进而
打喷嚏、流鼻涕、咳嗽，甚至引发支气管哮喘。

记者：在日常生活中该如何科学防治呢？
李金凤：一是哮喘患儿勿在室外久留。白天尽

可能少待在室外，尤其是柳絮指数高的时间，尽可能
选择柳絮比较少的早晨、晚上或是雨后出行。二是
勿在室外晾衣。尽可能在屋内晾干衣服，不要在室
外晾衣服，否则衣服、被单、床单等容易沾染柳絮。
三是全身武装。如不得已外出，尽量不穿易黏附飞
絮材质的外衣。应采取戴口罩、眼镜、纱巾等防护措
施，身上尽量穿得严实些。四是关紧门窗。柳絮纷
飞的时候要关好门窗，以防止柳絮飞进屋内。五是
清除飞絮。当柳絮粘在皮肤上时，不要用手去搓揉
和抓挠，一定要及时清除，马上用纸巾或消毒湿巾轻
轻擦拭掉，或者用温水洗净。六是注意饮食。注意
膳食均衡，避免过度肥胖，谨慎食用容易导致过敏的
食物，多饮水有助于黏稠液的排除。

记者：一些家长得知孩子患有哮喘后，感到恐
慌，担心孩子会成为哮喘“老病号”，应该怎么办？

李金凤：不及时明确诊断并进行规范化治疗，
儿童支气管哮喘会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甚至还
会危及孩子的生命。因此，家长要引起高度重
视。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发育逐渐成熟，免
疫功能也随之增强，呼吸道感染的次数也逐渐减
少。经过专业医院对哮喘的规范化治疗，过半的
儿童哮喘在青春期之后可以完全被治愈。所以
说，哮喘的治疗是一个慢过程，家长一定要有足够
的耐心，始终坚持长期、持续、规范、个体化的治疗
原则。

通讯员 孟祥超

本报讯（通讯员 胡彦玲）“一不贪赃
把法卖，二不背律徇私情……”日前，曹县
第十五届群众文化艺术节戏曲展演现场，
台上精彩不断，台下掌声阵阵。

“这些戏曲非常接地气，大家都听得
懂，也贴近我们的生活，还传递了正能量。”

“这些节目的题材很好，不仅有大清官的故
事，还有家风教育，内容很丰富。”本次戏曲
展演为期三天，演出剧目既有经典传统戏
曲，也有新编的现代曲艺，唱腔婉转，具有
较高的艺术性，引人入胜的情节、惟妙惟肖
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曹县是戏曲之乡。县纪委监委结合
本地群众喜爱戏曲的特点，将廉洁文化和
非遗艺术有机结合，以戏唱廉，近年来先后
创作了《包青天》《铡美案》《新时代》《上下
五千年》等廉洁主题小戏小品，并纳入送戏
下乡演出剧目，组织开展各类廉洁文化惠
民演出、百姓宣讲等活动，在充分展示群众
性文化活动成果的同时，让清风正气充盈
每个党员干部群众的心田，达到成风化人、
润物无声的效果。

本报讯（通讯员
王健）日前，曹县总工
会在曹县供电公司培
训中心开展企业工资
（薪酬激励）“一样本
两指引”试点工作推进
会暨工资集体协商指
导员培训班。县协调
劳动关系三方工作负
责人、11 家企业工资
（薪酬激励）“一样本
两指引”试点单位、76
个企业行政管理人员
和工会主席、26 个镇
街工会工作人员参加
了此次试点工作推进
会。

县总工会和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专业工作人员对开展
企业工资（薪酬激励）

“一样本 两指引”等相
关法律政策进行了系
统的培训，现场指导
76家企业签订了“1+
3”集体合同。此次培
训，在保留了传统协商
内容的基础上，创新采
用薪酬激励的理念，将
津贴补贴、社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奖金分
配、职工福利、休假事
假等特殊情形下的工

资支付、职工工作学习生活配套设施投
入、劳动和技能竞赛奖励、股权和分红等
职工最现实、最关心的事项写入协商条目
中，拓展了工资专项集体协商的范围。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4

月 28 日，庄寨镇邀请山

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任银来到庄寨镇东

鸿小学开展“非遗进校

园”手造研学活动。任银

来为同学们讲解“任家

班”皮影戏的历史、起源、

制作工艺及流行范围，并

表演了皮影戏《金斧头银

斧头》曲目，神奇的表演

技艺、活灵活现的人物表

演 、跌宕起伏的故事情

节，让同学们看得心潮澎

湃，赞叹不已。

通讯员 韩盈盈 摄

近日，由曹县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曹县文化和旅游

局、曹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

的千人同跳中国舞“庆五一”

汉服展演在南湖广场举行。

来自城区部分学校的学生、社

会文艺团体以及舞蹈爱好者

600余人参加了展演活动。

通讯员 王晓新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刘鹏 记者 臧宾）
曹县聚焦“放管服”总体目标，深化审批制
度改革，持续优化政务环境和营商环境，
更快更好地方便企业群众办事创业，加快
城镇化建设速度。

推行“一次办好”服务。启用新政务
服务大厅，进驻 43个部门，设置 175个服
务窗口，可办政务服务事项 1100余项，打
造“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办多件事”的政
务服务新格局。

压缩商事登记审批时限，在全市率先
实行商事登记秒批秒办，无需预约、无需
提交纸质材料，证照立等可取，人员即办
即走。群众不仅可以在县级政务大厅办
理，在庄寨镇、青堌集镇、青岗集镇、梁堤
头镇也可实现秒批秒办。2022年新增市
场主体 9066户，其中个体工商户 6368户，
企业 2613余户，农村专业合作社 85户。

积极推行网上审批、数字化智能审
批、并联审批和联合审批，方便群众和企

业办事。为企业提供手续审批“一站式”
办理、生产经营“扎口式”管理的“保姆式”
营商环境，大幅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全县
26个镇街、43个县直部门、187个村已全
部接入全省统一的电子政务外网平台，实
现电子政务外网三级全覆盖。

创新“不见面现场核查”的踏勘模式，
运用云计算技术，在全市率先开展远程踏
勘服务，提高办事效率，推行不见面审
批。2022年以来共完成远程踏勘 715件。

本报讯（通讯员 冯同磊 记者 臧宾）
曹县韩集镇于庄村是远近闻名的蔬菜专业
村。自 2000年开始种植蔬菜大棚至今，已
有 2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于庄村在曹县

“党建+807”工程指引下，做实蔬菜产业“文
章”,以产业振兴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了村
民和村集体的双增收。

2013年以前，于庄村种植蔬菜大多是
一家一户粗放种植、自产自销为主。为破
解蔬菜种植缺乏技术和人才的困难，村党
支部书记于洪利，多次带领蔬菜种植户到
寿光、聊城等先进市、县学习，引进新品种、

新技术，并多次邀请寿光技术专家现场指
导。当年还成立了曹县红利种植专业合作
社，于庄村蔬菜产业这才逐步走上了“快车
道”。

2022年，曹县创新实施“党建+807”工
程，在党委政府资金和政策扶持下，更加坚
定了于庄村发展蔬菜产业的信心。于是，
于洪利与镇党委结合，将蔬菜种植产业作
为于庄村“党建+807工程”实施项目，鼓励
蔬菜种植户加入合作社，逐渐形成“以点带
面、星火燎原”之势，入社率由最初的 1.5%
提升到现在的 45%，逐步形成了“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蔬菜种植产业发展新模
式。

2022年 3月，于庄村党支部重新明确
合作社职责分工，完善了相关规章制度 12
条；5月，确立了以蔬菜为主导产业、特色林
果产业为辅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在种植管理
上实行“五统一”管理模式。在运营体系上，
采取“流转+返租+保底+分红”模式，通过集
中流转农户土地，同时与农户签订保底协
议，每亩地 1000元，年底根据合作社盈利情
况再进行 200-300元分红，增加了群众收
入。于庄村对流转的土地，通过统一规划布

局，统一修建大棚，把蔬菜大棚返租给农户，
每年可增加村级集体收入10.7万元。

今年，于庄村又新增流转土地 230余
亩，投入资金 1150万元，新建新型蔬菜种
植大棚 70余个，新建配有净菜车间的 7500
平方米蔬菜交易市场，产品远销郑州、北京
等十几个大中城市，并与菏泽三信超市、河
南万家超市等大型商超签订了销售合同，
蔬菜旺季日成交量达到 50万斤以上。

借鉴外地成功经验，于庄村树立“借农
造景、以景带旅、以旅促农”的发展理念，积
极打造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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