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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DD0022

““好好客客山山东东··森森林林年年票票””潍潍坊坊开开售售
96元钱玩转55个景区
本报见习记者 段婷婷

为让更多的人走进森
林，享受生态美景，齐鲁晚报
联合山东省林业厅连续三年
发行“好客山东·森林旅游”年
票。年票富含临沂蒙山、淄博
鲁山、临朐沂山、济南灵岩寺
等一批国家级旅游景区，平均
游览每个景区不到1 .8元。

总价2696元的年票

仅售96元

2014年“好客山东·森林

旅游”年票录入景区共计55
家，新录入11家。其中国家

级森林公园17家，各级森林

公园共计34家，55家景区均

经过严格筛选。年票门票总

价值达2696元，售价仅为96
元，平均游览每个景区不到

1 . 8元，将出游门票消费降

到最低，真正做到了让利于

民。游客到景区无需购买门

票，无需排队，极大地方便

了出游。

刷身份证即可进入景区

2014年“好客山东·森

林旅游”年票采用一证通电

子检票管理系统，验证码网

上激活，游客刷身份证进入

景区。年票还增加了景区路

线图、数字二维码等内容。

年票采用一证通电子检票管

理系统，输入验证码网上激

活，直接刷身份证入园。年

票官方网站有全面的景区旅

游线路推介、吃住行一系列

的配套服务，为游客出行提

供参考。

一本年票三人用

每本年票可同时绑定三

个身份证，一本年票可三人

使用，真正做到不限人使

用，物超所值。给老百姓带

来实惠、增加旅游乐趣的同

时，也推动了全省森林旅游

的发展，实现了消费者和森

林公园的互利共赢。

购票地址：潍坊市北海

路与福寿东街交叉路口北(金

诺大厦10楼 )，购票咨询电

话：13053651998。

小小小小的的叮叮咬咬
究究竟竟能能带带来来哪哪些些伤伤害害？？
本报记者 韩杰杰 马媛媛

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病媒传播的疾病——— 小叮咬大危
害”。“病媒”是一种什么“生物”？其危害究竟有多大？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又该如何预防？……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采访。

疑吃老鼠“剩饭”

一男子患上出血热

“一开始以为是普通的感冒，没

当回事，没想到后来差点要了命。”

六旬老人李先生是安丘人，去年12
月他出现发烧症状，一开始根本没

当一回事，以为就是普通的小感冒，

在社区门诊挂了点水，但是第二天

依旧发烧，挂了几天吊瓶后，症状非

但没有减轻，还出现了双眼充血、头

疼加剧等症状，后来严重到吐血。拨

打120送到医院后，他经检查被诊断

为出血热。

李老回忆说，自己住在农村，一

些旮旯里会有老鼠出现，自己感染

出血热的原因很可能是在家中吃过

的饭菜曾被老鼠啃咬，或是被老鼠

的排泄物污染过。

潍坊市人民医院传染病科贾主

任介绍，出血热主要通过鼠类的唾

液、粪便等分泌物进行传播，像被带

毒老鼠咬伤、摄入鼠类污染的食物

等途径都有可能造成人类的感染，

不过人与人之间除母婴传播外，很

难进行传播感染，市民不必太过担

心。

据了解，鼠类可传播30多种疾

病，如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

病、斑疹伤害、恙虫病、血吸虫病、结

核病、流行性脑膜炎、食物中毒等。

其中以“鼠疫”对人类健康威胁最

大。

到底什么是病媒？

“老鼠就是一种病媒生物。”潍坊
市疾控中心专家介绍，病媒是一个
很宽泛的概念，如昆虫纲的蚊子、跳
蚤，水生动物钉螺以及哺乳纲的老
鼠等都可以称之为病媒生物。从受
感染的人或动物向其他人或动物传
播病原体或寄生虫的生物叫病媒，
而这种通过生物媒介，在人和动物
之间传播的一类疾病即病媒传播性
疾病。

“病媒生物不仅可以直接通过
叮咬和污染食物等影响、危害人类
的正常生活，更可以通过多种途径
传播一系列的重要传染病。”潍坊市
疾控专家介绍，现在生活在城市的
很多人都认为这些疾病离自己很遥
远，其实有些病媒传播疾病就在我
们身边，一定要提高对这类疾病的
警惕性。

据统计，世界半数以上人口因
蚊子、苍蝇、水螺及其它媒介传播的
疾病，如疟疾、登革热、利什曼病、莱
姆病、血吸虫病等而面临危险，每年
导致100多万人死亡。

预防叮咬威胁

关键是控制“病媒”

病媒传播的疾病全部可以得到
预防，而预防这类疾病，最重要的手
段始终是控制病媒。那么，潍坊病媒
主要有哪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该
如何防范呢？

蚊子
潍坊主要蚊种：淡色库蚊、中华

按蚊以及白纹伊蚊。
危害：吸血、骚扰和传播疾病，

如丝虫病和脑炎，布黄热病、登革热
和脑炎。

防治：清除积水，对蚊虫易滋生
的地方进行环境治理；悬挂纱门、纱
窗、蚊帐等；在多蚊场所放置诱蚊箱
(灯)等。

跳蚤
危害：跳蚤雌雄均可吸血、吸血

频数高、吸血量大、骚扰刺激常使人
畜不得安宁；有的蚤类尚可引起寄
生症和家畜贫血症等，同时可传播
疾病。

防治：搞好卫生、改善环境、控
制清除孳生条件，开展灭鼠，加强
猫、狗等家养动物管理和个人防护，
是防制蚤类的根本措施。

疾控专家提醒，气候变化、环境
改变和国际贸易及旅行的增加，正
使得更多人接触到传播这些疾病的
病媒。春季是流行病高发期，病毒活
跃，要时刻警惕传染病，日常生活中
要注意卫生。预防病媒传播的疾病，
虽然不可能将所有的蚊子、臭虫都
杀死，但经常打扫卫生、及时清理垃
圾、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不给这些虫
子留下它们喜爱的细菌环境是有效
预防的手段之一。在外出游玩亲近
大自然的时候，也要尽量避免在野
外长时间坐卧。此外，爱宠一族也要
格外小心，包括蜱虫在内的虫子极
易叮咬猫犬，经常保持宠物清洁也
益处多多。

单一传播方式：动物——— 昆

虫——— 人；人——— 昆虫——— 人。

辐射性传播：一个传染源可被

无数病媒传播造成当地多人发病，

极具辐射性。病媒迁移栖息地时，

将病原体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地

区，引起扩散，波及更广范围。

季节性发病：病媒进入非活跃

季节(冬季)后，体内病原体的繁殖

受到抑制，传染作用微弱；当病媒

进入活跃季节后，病原体大量繁

殖，再成为具有传染作用的宿主。

病媒传播疾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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