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明年年起起艾艾滋滋病病孕孕检检全全省省免免费费
我省提出争取在孩子中实现“零艾滋”目标

本报济南11月28日讯（记
者 李钢 徐洁）“艾滋病
初筛纳入免费孕前优生项目，
明年全覆盖，争取不再出生

‘艾滋宝宝’。”28日，在12月1
日世界艾滋病日到来之际，省
政府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
召开全体会议。

为向“零艾滋”的目标迈
进，我省今年提出，推动“零艾
滋”目标在孩子中率先实现。
省卫计委主任刘奇介绍，今年
我省将艾滋病初筛纳入免费

孕前优生项目。目前全省共有
63个县（市区）开展了免费孕
前优生项目艾滋病筛查，对
7000余名目标人群进行了初
筛检测。

“明年要实现全覆盖，争
取不再出生‘艾滋宝宝’。”副
省长王随莲表示，今后将逐步
把目标人群扩大到城乡所有
待孕夫妇，不断扩大母婴阻断
项目的覆盖面，首先在孩子中
实现“零艾滋”的目标。

据悉，艾滋病初筛纳入免

费孕前优生项目，将按照公
开、知情、自愿原则，对受检者
个人信息特别是对高风险人
群各项信息严格保密。初筛阳
性的目标人群将转至辖区疾
控中心确诊，并根据结果做好
优生咨询指导、孕期随访、母
婴阻断等。

“现在的母婴阻断技术非
常先进，可以极大地阻断母婴
传播。”省疾控中心副主任、艾
滋病防治专家康殿民表示，待
孕夫妇最好进行相关筛查，若

真发现携带艾滋病毒，可以及
早干预，以便生育一个健康的
宝宝。

据悉，近年来，我省艾滋病
疫情年均增长率在17%以上。专
家分析，我省疫情在将来一段
时期内，仍将保持上升趋势。另
外，目前艾滋病呈现出一些新
的流行特点，尤其是青年学生、
干部职员所占比例上升较快；
性途径传播已成为艾滋病的主
要传播途径，特别是男男同性
传播数量增长明显。

没没有有老老师师，，2200万万的的音音乐乐器器材材闲闲置置
聊城一农村中学争取了一批音乐器材，却没人会用

艾滋妈妈也能

生个健康宝宝

全省严查安全隐患

遏制重特大事故

本报济南11月28日讯（记者
廖雯颖） 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

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持安全生产
形势稳定好转，2014年12月至2015年
3月底，山东将在全省范围所有行
业、所有领域、所有生产经营单位，
开展为期四个月的安全隐患大排
查、大整治专项行动。

行动要求，发现重大隐患一时
不能整改，一律限期停产整顿；对
非法生产经营建设和经停产整顿
仍未达到要求的，一律关闭取缔；
对存在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的单位，
一律按上限处罚，并严格落实监管
措施；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
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对因搞形式、走过场，发生事故的，
追究生产经营单位及负责人的责
任，并严肃追究地方党政负责人和
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监管责任。

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及效果将
纳入对各级各有关部门年度安全
生产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在年终
各类考核和评比中实行“一票否
决”。

“感染艾滋病的儿童，大都是
通过母婴传播的，因此，若及早发
现，及早进行母婴阻断的话，是可
以防止感染的。”省疾控中心副主
任、艾滋病防治专家康殿民表示。

据介绍，综合阻断方法一般包
括及时采取避孕、中止妊娠、围产
期给予抗病毒药物治疗、及时处理
混合感染、剖腹产及人工喂养等。

康殿民表示，孕妇知道自己感
染了艾滋病病毒后及时服药 ,可以
减低体内的病毒含量 ,这样也就降
低了传播给孩子的可能性。“按照
医嘱及时服药进行综合治疗 ,母婴
传播率可控制在2%以下。”

携带艾滋病病毒的母亲，如果
不采取任何措施，自然传播给孩子
的几率在40%-50%之间。而如果实
施综合阻断方法后艾滋妈妈所生
宝宝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能够降低
到2%-3%左右。

2012年，原卫生部数据显示，我
国开展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
十年来，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从34 . 8%

下降至7 . 4%。
本报记者 李钢 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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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1月28日讯（记者 张
跃峰）“学校争取了一批音乐器材，
没想到器材到位后却没人会用。”最近
一段时间，聊城东昌府区堂邑中学校
长李永光四处对外求助，希望专业音
乐人士给学校提供志愿服务。

据李永光介绍，堂邑中学是东昌
府区相对偏远的一所农村中学，现有
在校生700多人。学校平时比较注重学
生多样化发展，根据在校学生的兴趣
爱好建有农村学校少年宫，设置了书
法、剪纸、绘画、音乐等各种兴趣班。

去年的10月份，学校经过多方争
取，爱心人士捐献了一批价值20万元
的音乐器材，包括电子钢琴、古筝、架
子鼓、电子琴、葫芦丝、手风琴等。器材
到位后，问题又来了，没人会摆弄。

“农村学校不比城里，很多学校根
本没有专业的音乐老师。”李永光说，
堂邑中学相对还要好一些，有两名专
业的音乐教师，可一名是笛子专业毕
业的，另一名则是学手风琴的，对于电
子钢琴、古筝、架子鼓、电子琴、葫芦丝
等根本不会用。因此，这些音乐器材运
到学校之后，绝大部分都处于闲置状
态。

11月28日下午，记者在堂邑中学
少年宫见到了李永光说的这批音乐
器材。这些音乐器材有的已经安装
上，有的则被集中放置在一起，虽然
平时被工作人员维护得一尘不染，但
其中很多自从开封后却还从来没用
过。据少年宫的负责人介绍，除了竹
笛、手风琴等老师还懂一点的器材
外，10架电子钢琴、10架古筝、2套架
子鼓、40架电子琴、20个葫芦丝等均
处在闲置状态。

李永光说，农村学校财力有限，所
以没有专门的费用去花高价钱聘人来
教学生。如果能有社会爱心人士利用
休息时间，像支教老师那样到学校进
行志愿服务就好了，“学校可以提供路
费、食宿。”

“开学后教师调整，学
校要安排我去教生物课
了。”今年新学期开始，郓城
县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王
蕊（化名）告诉记者。

在农村中学，像王蕊
这样科班出身的专职音乐
老师并不多见。很多时候，
学校即使开了音乐课、美
术课，也只能安排其他科
目的老师来上课，语文老
师教音乐、数学老师带体
育都很常见。

“孙女从小就喜欢唱
歌，但在农村根本没这个

条件。”郓城县黄集乡65岁
的姬广田教学40年，先后
教过数学、物理、化学，最
后在语文老师岗位退休。

郓城县教育局师训科
科长王洪聚说，今年招聘
了15名专职音乐老师，“但
仍然不够用。”据了解，农
村学生少，虽然任课老师
少，但还存在超编现象，这
也造成一些音体美老师被
调整岗位，改教别的课程，
甚至身兼多职。

“其实农村的孩子很
多都有艺术天赋。”对于郓

城县张集初级中学的专职
音乐老师王芳来说，这种
感受更深。

为让孩子全面发展，
新建的南城中学专门预留
出了音乐、舞蹈教室，并安
排专职教师教学,确保学生
每周规定的课程。

“想学音乐,没有乐器；
想练体育,没有标准操场。”
与刚刚建成的南城初级中
学不同，不少基层学校除了
老师，还面临着硬件设施缺
乏的困扰。

本报记者 王光营

专专业业音音乐乐老老师师改改教教生生物物
乡村学校缺音体美老师，有了又无用武之地

相关链接

没有老师，聊城堂邑中学价值20万元的古筝、架子鼓一直闲置。本报记者 张跃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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