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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因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锦高”项

目组已撤组,该项目在存续期间向杜代
营子村关山屯排放的固体废弃物现需
清理,请原有关排放单位及个人持相关
手续在登报之日起7个工作日之内到
大巴镇人民政府做出说明和登记,如无
有效证明,我镇将对该固体废弃物依法
处理!

大巴镇人民政府
2025年6月12日

封路公告
为了保证太平镇“哈奇线”和“于福

线”水毁路面修复工程的顺利实施，决
定以下乡道公路全封闭维修，具体如
下:“哈奇线”k3+000段的水毁路面采
取全封闭维修。“于福线”k8+500 与
k9+000段的水毁路面采取全封闭维
修，出入以上路段的车辆请绕行。

维修日期自2025年6月12日起至
2025年6月20日，工期9天，特此公告。

太平镇人民政府
2025年6月12日

新华社北京6月10日电 6月10
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韩国总统
李在明通电话。

习近平再次祝贺李在明当选总
统。习近平指出，中韩是搬不走的近
邻。建交33年来，两国超越意识形态
和社会制度差异，积极推进各领域交
流合作，实现相互成就和共同发展。
一个健康稳定、持续深化的中韩关系，
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
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和平
稳定和发展繁荣。

习近平强调，中韩应坚守建交初
心，坚定睦邻友好方向，坚持互利共赢
目标，推动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
更高水平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
福祉，为变乱交织的地区和国际形势
注入更多确定性。要加强各层级各领
域交流，增进战略互信；要密切双边合
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
自由贸易，确保全球和地区产业链供
应链稳定畅通；要深化人文交流，加深
相互理解，夯实民意基础，让中韩友好
在两国人民心中扎根；要尊重彼此核

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把牢双边关系大
方向，确保中韩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
道向前发展。

李在明对此表示赞同，表示韩
中地理相近，交往历史悠久，经贸、
文化联系密切。在习近平主席卓越
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令
人钦佩。我高度重视韩中关系，愿
同中方一道，推动双边睦邻友好关
系深入发展，改善和增进两国人民
之间的感情，让韩中合作取得更多
成果。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李在明通电话

剧烈运动后突然倒地、流感后突
发猝死……近年来，心源性猝死频繁
进入公众视野。最新报告显示，我国
18岁及以上居民急性心肌梗死的粗
发病率为79.7/10万。

什么是心源性猝死？哪些因素会
诱发心源性猝死？如何预防？时值中
国心肺复苏周，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急救：抓住黄金4分钟
近日，在山东省烟台市一辆网约

车上，上演“生死时速”。一名男生在
去往考场的路上突发心梗，幸得同行
的同学及时进行心肺复苏急救，挽回
了生命。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疾病研
究所副所长郑博介绍，心源性猝死是
指因心脏原因导致的突发性死亡，通
常从症状出现到死亡不超过1小时，
心梗、室速室颤等心律失常是常见诱
发因素。其核心特点是发展迅速、救
治窗口极短，死亡率高。

“心脏骤停以后，4分钟之内是抢
救的黄金时间。”天津泰达国际心血管
病医院急诊科主任徐宁说，如未能在
第一时间进行急救，不能及时恢复自
主循环，则可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和
多脏器衰竭，甚至导致死亡。

如遇身边的人晕倒，如何第一时
间判断并进行急救？徐宁介绍，可首
先通过拍打双肩并在两侧耳畔呼唤，
判断患者是否丧失意识，再通过观察
是否有呼吸停止、无规律心跳等情况，
判断是否为猝死。如确定出现猝死，
可立刻进行心肺复苏操作，同时拨打
120急救电话寻求专业帮助。如附近
有自动体外除颤器（AED），也可使用
AED进行体外除颤。

东莞打造“社会急救4分钟救援
圈”，通过“短信+定位+视频”的急救
模式，让急救更快一步；浙江计划
2025年公共场所AED配置率达到每
10万人45台；南宁启动“南宁市急救
志愿者管理平台”，加强自助互救队伍
建设，加大对社会公众培训力度……
社会各界正在努力，让患者在生死一
线间能够多一些生机。

筛查：危险因素须重视
心源性猝死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郑博介绍，有冠心病尤其是心肌

梗死以及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病史，直
系亲属中有猝死或遗传性心脏病史，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未得到有效控
制，长期熬夜、高压工作等，都是心源
性猝死的危险因素，需要引起重视。

“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如果在早
期没有得到重视，可能会以心源性猝
死为首发表现。”郑博说，比如运动员
合并隐匿性肥厚性心肌病，如未加重
视，没有进行早期筛查，在长期高强度
运动中，也会导致心源性猝死。

郑博提示，有心血管疾病家族史
或心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应定期进
行心电图、心脏超声等检查，必要时可
进行相关基因检查。对于其他人群，
建议每年体检，关注血压、血糖、血脂
及心脏结构。

哪些早期信号需要引起注意？徐
宁表示，如出现持续性胸痛，包括前胸
痛、后背酸痛、下颌痛等，以及憋气、疲
乏无力、心跳突然加快或减慢、一过性
的意识丧失等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
诊。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流感等呼吸
道病毒感染，也可能会引发血栓、电解

质紊乱、病毒性心肌炎等，进而导致心
律失常甚至猝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王新刚提示，
如发生呼吸道病毒感染，要注意保证
充足的休息，避免劳累和剧烈运动，一
旦出现高热持续不退、胸闷气短、胸痛
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预防：改变生活方式
奶茶、咖啡、熬夜，如今已几乎成

为年轻人的“标配”。在快节奏的当
下，如何更好地呵护心脏健康？

王新刚表示，高盐、高油、高糖饮
食，长期缺乏运动，吸烟，过量饮酒等
会悄悄损害心脏健康。因此，呵护心
脏首先要在生活方式上“下功夫”。饮
食上多吃蔬菜水果、优质蛋白，保持低
盐、低脂、低糖的饮食习惯，少吃油炸
食品，戒烟限酒，适度运动，保证充足
睡眠。

“建议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
度的有氧运动，但也要注意循序渐进，
避免突然的剧烈运动。”王新刚说，此
外，要科学管理体重，既不要肥胖，也
不要过度减重。

外界环境因素如极端寒冷的天
气、进入高海拔地区等，叠加基础疾
病，也会增加猝死风险。徐宁表示，有
心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要特别注意
冬天保暖；如果想去高海拔地区，必须
提前到医院进行专业评估心肺功能
后，条件允许才可以前往。

专家提示，心源性猝死虽凶险，
但通过科学预防、及时识别和正确急
救，可以降低风险。大家一方面不必
过于担忧，另一方面也要掌握基础的
识别和急救知识，既保护自己，也帮
助他人。 （新华网）

关爱心血管！守护生命通道

每日与我们相见的筷子，或许正
成为威胁胃部健康的“隐形杀手”。不
少家庭将筷子用到开裂、褪色仍舍不
得丢弃，却不知长期使用的筷子，表面
会布满肉眼难察的细小凹槽，成为细
菌、霉菌肆意滋生的“安乐窝”。辽宁
抚顺市第二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耿
超提醒，定期更换筷子，可降低致病物
质传播风险，守护胃部健康。

上海市消保委实验显示，使用超6
个月的筷子，霉菌数量比新筷高出
30%。木筷、竹筷，表面易磨损，吸水
受潮后容易成为黄曲霉毒素和幽门螺
杆菌滋生的温床。此外，部分塑料筷
或劣质一次性筷子在高温下可能释放
甲醛等有害物质，危害健康。不同材
质的筷子更换周期不同，木筷、竹筷建
议每3—6个月更换一次，一旦出现裂

痕、霉斑或异味，应立即丢弃；不锈钢、
陶瓷筷因表面光滑不易藏菌，可每3
个月检查一次，若未出现明显磨损，可
适当延长使用时间。

除定期更换筷子外，餐具养护与
饮食选择对守护胃部健康同样关键。
耿医生介绍，餐具清洁也有大学问，成
把清洗的筷子菌落总数比单根清洗高
30%—50%，建议将筷子分开清洗，用
洗洁精擦拭后彻底冲洗。高温消毒是
有效手段，100摄氏度沸水煮10分钟
可杀灭99%的致病菌，但黄曲霉菌的杀
灭需区分菌体与毒素：菌体可通过高
温、紫外线灭活，而毒素需280摄氏度
以上高温或碱性处理，日常家庭环境中
一般无法杀灭。此外，家中常用的碗
盘、砧板、刀具和洗碗布也易“藏污纳
垢”，日常清洁与定期更换不可忽视。

值得警惕的是，大家常挂在嘴边
的“趁热吃”这一习惯暗藏风险，有些
人把“趁热吃”变成了“趁烫吃”。国际
癌症研究机构经过评估后认为，饮用
温度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有致癌风
险。耿医生建议，食物温度应控制在
10—40摄氏度为宜。

胃部健康筛查，是预防胃部疾病
的“前哨站”。幽门螺杆菌是胃炎、胃
癌的主要诱因之一，建议健康成年人
定期检查幽门螺杆菌。同时要注意
分餐，使用公筷。此外，胃镜检查对
于发现胃部疾病以及早期胃部恶性
疾病的筛查至关重要。随着科技进
步，无痛胃镜也越来越普及，检查痛
苦大幅降低。耿医生建议成年人每
3－5年进行一次胃镜检查，为胃部健
康筑牢防线。 （人民日报）

定期更换筷子、科学清洁餐具、避免饮食过热

保 护 胃 部 健 康，哪 些 细 节 要 注 意？

城市更新要想得细一点
“小区路面修了挖、挖了修，影响了居民

日常生活和出行”“今天修下水道，明天铺管

网”“建好没多久，又要重修”……原本应是

方便群众的市政改造，却因管理上的无序，

时常引发群众的吐槽。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更

新改造任务日益增多。从美化生活环境、便

利居住设施的角度看，市民对城市建设改

造是乐见其成的，但如果对同一路段、同一

管线的改造施工反反复复、缺乏规划，那给

市民带来的就不是期待，而是困扰。这不

仅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还造成了资

源浪费。

城市更新改造是件细活，城市管理者、

建设者应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的角度出发，多想一点，想细一

点，统筹有序推进城市道路和地下管线建

设管理。

针对“马路拉链”、管线事故频发等问

题，各地应从道路开挖、管线铺设、雨水管网

安全防护等方面综合研判，加大统筹治理力

度；应探索建立贯通部门、企业的协调联动

机制，进一步强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整体

性、系统性，不断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要

建立系统思维，统筹考虑城市建设发展任务

与方向，做到提前谋划，统一建设，科学管

理，有效防范各自为政的情况发生。

城市建设为人民。各地在推进城市更

新改造的过程中，还应广泛听取市民意见和

建议，让每一项更新改造任务都经得起检

验，真真正正将好事办好。 （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