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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倒车车撞撞上上人人了了咋咋还还浑浑然然不不知知
交警：车周有四大盲区，单靠肉眼和后视镜根本观察不到

山东省“事业编”

1021岗位招人

本报济南4月13日讯（见习记
者 周国芳） 日前，省人社厅网
站上公布了《2015年省属事业单
位初级专业技术岗位和管理岗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继2014

年招聘人数锐减之后，今年的招
聘人数增加逾500人，达到1360人
左右，涉及1021个岗位。

根据简章，考试报名时间为4

月16日9:00至4月20日16:00，笔试
时间为5月23日。报名网站为山东
人 事 考 试 信 息 网
(www.rsks.sdrs.gov.cn)。应聘人员
有恶意注册报名信息，扰乱报名
秩序等行为的，查实后取消其本
次报考资格且5年内不得参加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

根据发布的职位表统计，省
属事业编考试人才需求趋向高学
历。2015年省属事业单位招聘学
历要求，研究生941人左右。本科
人数394人左右，其中研究生学历
的比例在68%。

省属事业单位考试的笔试根
据专业不同分为综合、卫生和教
育三大类，各类均考一科。综合类
考试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包括
法律法规、政治经济理论、时政方
针、科技知识、省情省况等基础性
知识和综合写作。卫生类考试内
容为公共基础知识和医药卫生专
业基础知识两部分。教育类考试
内容为公共基础知识和教学基础
知识。

1155岁岁少少年年腰腰椎椎管管窄窄得得像像老老汉汉
腰腿疾病患者，年轻人已占到四分之一

近日，在济南一小区内，一名驾驶员倒车时将一名
老太撞倒后又倒行30多米竟一直没有察觉，福建福州
近来三天内连发两起倒车事故，两人丧生。倒车不慎已
成交通事故的一大杀手。交警对此提醒，倒车存在四大
盲区，即使安装了倒车雷达，也不能完全避免，多数驾
驶员在这方面得补补课了。

●倒行撞上人，又行30多米竟仍不知

两名女子、一个老人，就在
三人就要擦肩走过的一瞬间，一
旁的一辆正在倒车的银色轿车
突然加速撞了过来，三人均被撞
倒在地。这是4月8日发生在福建
省福州市街头的一幕，老人因为
伤势过重不幸身亡，另两人至今
依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而在此起
事故发生前两天的4月6日，同样
是在福州，也发生了一起倒车撞
人事故。一名女司机驾车带丈夫
到了一家医院的门口，丈夫下车

走到车辆右后方，车辆突然撞了
过来，直接将丈夫卷入了车底。

在我省类似的事故也不少
见，3月29日中午，济南市历城区
南全福小区内，一名80岁的老太
太在小区内步行，一辆同向倒车
的轿车将其撞倒后，驾驶员还浑
然不觉，车辆推着地上的老太太
继续倒行了30多米，直到到了路
口调头离去。而在民警找到肇事
司机时，女司机怎么也不相信自
己在倒车时撞了人。

●注意！汽车前后左右都存在盲区

倒车事故为何多发？济南
市交警支队历城大队大桥中队
长王瑞明说，事故发生的主要
原因一句话概括的话，就在于
驾驶员观察不周。像部分司机
倒车时只注意看两侧的倒车
镜，不看车内后视镜。

“而即使是几个镜子都看
了，也并非做到观察周全了。”
王瑞明介绍，因为车辆在倒车
时的确存在视觉上的盲区，如
今很多车辆都配备了倒车雷
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视
镜视野不足的缺陷。

常见的盲区主要有四处，
一是车头附近，因为倒车时车
头划过的区域比车身占用的面
积大很多，所以在注意车后的
同时也不要忽略了对车头左右
两端的观察，特别是此时走过

车前的行人。盲区二是贴近车
两侧的区域，尤其是打方向盘
时，前轮的轨迹是弧线，并与后
轮存在轮差，所以在倒车时可
能会发生刮蹭。盲区三是后风
挡以下部分，在没有安装辅助
设备的情况下，这个区域在倒车
时是完全看不见的。即便是有
倒车雷达，当遇到一些低矮障
碍物时，也就是说如果有身材
矮小的小孩或者蹲在地上的大
人出现在这一区域，也不能保
证雷达完全判断正确，可能发
生危险。盲区四是车身右侧靠
后的区域，这是距离驾驶员最
远的区域，也是观察最困难的
区域，且处于车辆后部，所以
稍有不慎就会造成碰撞。4月6
日发生的福州妻子倒车撞倒丈
夫的撞击点就在这里。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戴杰

●指挥倒车切勿站在车辆正后方

如何避免倒车事故呢？
对此，民警和老司机也给出
了几条建议。

从司机角度说，第一要
做的还是提高警惕，不要太
过相信倒车雷达，如有可
能，倒车前最好下车看一下
四周，确认安全后再上车。
倒车前调整好反光镜、后视
镜，倒车时最好保持每小时

5公里的慢速度，一有碰到
东西的感觉马上停车。

对于行人来说，如果是
指挥倒车最好站在车辆右
侧，切勿站在车辆正后方、
正前方或其他驾驶员盲点
位置。在道路上行走时，也
要时刻绷紧安全意识这根
弦，注意观察交通环境，不
违反交通规则。

“孩子没有腰”是句老俗话，意思是指孩子再累也不会腰痛，而这个
老俗话却因现在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而“失效”。据介绍，现在年轻人腰
腿部疾病患者已占患者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其中有的还是未成年人。这
不，济宁年仅15岁的少年小林，因腰部受伤不能正常行走，近日经手术
后才可下地活动。

本报记者 刘腾腾

惊心病例：小小初中生竟腰椎间盘突出了

小林今年夏天即将初中毕业。半
年前，他因为搬重物导致腰部受伤，出
现腰腿疼痛的症状，因为病痛太过严
重只好休学。就在一个月之前，小林坐
摩托车颠簸后，腰腿疼痛症状明显加
重，已经不能正常行走，必须弯着腰、
撅着屁股才能走几步，在当地被诊断
为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见小林病
情加重，家人赶紧带他来到青岛市立
医院骨科住院治疗。

通过查体，医生发现小林不仅患

有腰椎间盘突出、腰椎侧弯，而且椎管
严重狭窄甚至超过60岁的老年人。小
林的病情被确诊后，需要尽快进行手
术，但是，常规的开放手术创伤大、并
发症多，需要全麻或者腰部麻醉，还需
要卧床。医院经过研究，决定采用创伤
小、恢复快的经椎间孔镜神经减压椎
管扩大的微创方法治疗。4月3日，小林
的手术顺利完成，让家人高兴的是，手
术后小林的腰腿疼痛症状几乎全部消
失，刚回病房就可以活动了。

特别提醒：这些习惯易使小青年腰腿犯病

青岛市立医院骨科副主任林勇告
诉记者，如今，不良的生活方式让人们
坐的时间越来越多，运动的时间越来
越少，不少年轻人过早出现腰肌劳损
和腰椎老化，他们已经占了总患者人
数的四分之一，其中有四种不良生活
习惯易导致年轻人腰腿受伤。

第一种行为：久坐。椎间盘的压力
会随人体的姿势变化而发生变化。人
体在保持前倾20度的坐姿时，腰椎间
盘承受的压力最大，而这正是人们在
电脑前工作、上网、玩游戏时经常采用
的姿势。

第二种行为：常穿高跟鞋。女性在
穿上高跟鞋后，人体重心发生改变，为
了稳定重心改变而失去的原有平衡，
腰背部肌肉要重新调整，腰椎后伸增

强。这种过度的腰椎后伸会令椎间关
节之间的关节囊处于紧张状态，久而
久之，就会造成腰背肌过度收缩而致
腰痛。鞋跟高度增加一厘米，腰背肌的
收缩和腰椎的后伸就会成倍地增加，
这样，发生腰突症的风险也就大大增
加。

第三种行为：床垫太软。过软的床
垫在人体重量压迫下形成中间低、两
头高，从而影响腰椎正常的生理曲度，
造成腰部肌肉和韧带收缩、紧张及痉
挛，久之会损伤腰肌和腰椎。

第四种行为：盲目按摩。不少人喜
欢到按摩院做按摩来舒缓身体疲劳，
但过于粗暴的按摩手法不仅容易伤及
软组织，也容易导致椎间盘突出或腰
椎、胸椎关节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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