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适适龄龄儿儿童童免免费费补补种种两两种种疫疫苗苗
分别为脊灰疫苗和麻疹疫苗，首次时间为23日至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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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跑社区

本报泰安10月22日讯(记者 赵
苏炜 通讯员 张云) 22日,市民陈
女士乘坐2路公交车时,顺手把一张50

元钞票投进投币箱。按流程公交车
队开证明后第三天，她可从公交公
司票务中心拿回多投的49元。

22日中午12时左右 ,2路公交车
驾驶员庞亮驾驶到中心医院站点
时 ,市民陈女士上车后 ,从兜里掏出
钱就往投币箱里投。

“您是不是投错钱了?”驾驶员
庞亮及时提醒说。陈女士这才发现，
投下去的是张50元钞票，她忙问驾
驶员该怎么办。庞亮让她留下联系
方式,并表示会向车队说明情况。

下午,市公交公司2路车队郝队
长得知情况后，向公司票务中心说
明了缘由 ,并给市民陈女士开具了
证明。郝队长说：“根据规定，第3天
票务中心清点票款后 ,她就可以到
公交公司票务中心取回剩余的49元
钱。”

公交公司通知陈女士后，陈女
士对驾驶员的及时提醒和车队帮忙
表示感谢。陈女士说：“我在上车前
准备好了1元零钱，等车时放在了兜
里，谁知和兜里的50元钱混在了一
起 ,上车时没注意就把50元钱投进
投币箱。”

公交公司工作人员说：“公交驾
驶员和车队不能随意打开投币箱 ,

市民如果遇到多投钱的情况不要太
着急，车队听取驾驶员的汇报，落实
后会联系公司票务中心。核实清楚
后 ,车队会开具证明 ,市民可领回多
投的钱。”

50元误当成一元
放进公交投币箱

本报泰安10月22日讯 (记
者 王伟强 见习记者 路
伟 通讯员 朱培绪 ) 10月
及11月下旬，泰安市将在全市
范围内对适龄儿童开展两轮
免费脊灰疫苗，和一次麻疹疫
苗免费补充免疫活动。首次补
充免疫时间为1 0月2 3日至2 7

日。
脊髓灰质炎俗称婴儿瘫，

又称小儿麻痹症，是由脊髓灰
质炎病毒引起的一种肠道传
染病，多发于6个月龄至5岁的

小儿，发病后下肢软瘫，严重
时常可引起肢体萎缩畸形等
后遗症。麻疹是一种急性呼吸
道传染病，严重者可危及生
命。“口服脊灰疫苗和注射麻
疹疫苗是预防以上两病最经
济、最有效的办法。”泰安市疾
控中心工作人员说。

泰安市疾控中心免疫规
划科谢主任介绍，脊灰疫苗补
充免疫主要针对 2月龄- 3岁
(2010年1月1日之后出生)的儿
童，无论既往免疫史如何，不

管其居住地与出生地，所有儿
童一律接种两轮脊灰疫苗，两
轮间隔至少28天。重点对象是
接种史少于3次，尤其是“零”
剂次免疫的儿童。脊灰疫苗补
充免疫分两轮开展，第一轮时
间为10月23-27日，第二轮为
11月23-27日。

麻疹疫苗补充免疫主要
针对8个月-3岁(2010年1月1日
之后出生 )的儿童。凡是没有
麻疹疫苗接种禁忌症者一律
在规定的时间内接种1针次麻

疹疫苗。重点对象是接种史少
于2次，尤其是“零”剂次免疫
的儿童。麻疹疫苗补充免疫时
间为10月23-27日。

实施接种前，受种者监护
人应了解所接种疫苗的作用、
禁忌、不良反应以及注意事项。
有禁忌症者不能接种，接种期
间正在生病者应暂缓接种。

据了解，本次补充免疫使
用口服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
苗 ( OPV )和单价麻疹减毒活
疫苗，并实施免费接种。

本报泰安10月22日讯 (见
习记者 李亚宁) 22日，市职
介中心联合各县市区就业办开
展的“就业直通车”，开进泰山
区邱家店镇渐汶河村，20多家
机构和企业给求职者送岗位、
政策和培训。

据工作人员介绍，岗位包
括酒店服务、家政服务、汽车销
售与维修等，还有4家培训机构
提供岗位技术培训。

“我们单位需要招汽车销
售和维修工，重点想招几名技
术好的汽修工。”招聘人员韩先
生介绍说，公司近段时间一直
在招聘汽修工，给工人交“五
险”，中午提供一顿午餐，薪水
每月4000左右，在人才市场招
了两个多月，才招了10个人。

“招进来的10个人中，到现在仅
留下一个人在上班。”韩先生介
绍，汽修行业提供的工资待遇
其实都差不多，只能在其他方
面留人，好技术人员仍难求。

汽修人员不好找现象不只
这一家，临近三四家公司都提
供汽修岗位，情形同样不乐观。

“今天一个来问汽修岗位的
人都没有。”工作人员说，有工作
经验汽修工人，工资能在四千元
左右，平时招聘中多数咨询的都
是想做学徒工。“4S店不可能单
独培训学徒工，投入大回报慢，
不如找有工作经验或从职业学
校专门学过的人员。”

不少招聘单位反映，驻泰
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都没有汽
修专业，招聘要到济南等有相

关专业学校的地区。“到外地招
人成本太高，成功率也不大，只

能到人才市场招聘有工作经验
的工人。”

市“就业直通车”开进邱家店———

月月薪薪四四千千交交““五五险险””难难招招汽汽修修工工

路过村民来就业咨询。 本报见习记者 李亚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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