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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出生落户医学证明无效？
上一级公安户籍部门：不需要重新开具

本报10月11日讯(见习记

者 祁小敏) 10月11日是

“世界镇痛日”，市民在日常生

活中经常会遭遇各种各样的

疼痛，很多时候，大部分人都

会无视这种无关痛痒的“疼

痛”。医生告知，身体的有些疼

痛可能并不是表面看起来的

那么简单，并且不要随便自行

吃止痛药。

在市内一家公司做设计

的徐女士今年24岁，一天工作

下来，晚上回到家再上网，有

时会感到颈椎疼。“我的工作

经常对着电脑，颈椎偶尔疼也

是很正常的啊，自己揉揉就可

以了。”徐女士说。

对此，德州市立医院疼痛

微创治疗中心的何光华主任

告诉记者，存在这种观念，很

可能已经走入了疼痛疾病的

认识误区。不论是急性疼痛还

是慢性疼痛，当疼痛超越生理

和心理承受能力或长期影响

患者时，这类疼痛本身就是一
种病，看似不经意的颈椎疼，

发展下去很可能会引起椎间

盘突出，进而引发其他更严重

的症状。

同时医生表示，止痛片多

数是消炎镇痛药，有镇痛作

用，偶尔吃几次是可以的。但

也可能对胃肠、肝脏或其他内

脏带来副作用，如果长期乱吃

止痛片，会给身体埋下隐患。

身体疼痛，

别乱吃止痛药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张

金东) 孩子在外地出生，到本地

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时，却被告

知需重新办理医学证明。最近，武

城的王先生正在为儿子的落户问

题发愁。而上级公安部门表示，新

生儿异地出生，已经开具医学证

明的不需要重新办理。

近日，武城的王先生带着相关

证件到派出所为儿子办理落户手

续，却被要求到当地的妇幼保健院

重新开具《出生医学证明》。

他告诉记者，自己和妻子一
直在德州市打工，2009年10月妻

子在德州市妇幼保健院生下一

子，并于11月份办理了出生医学

证明，由于一时疏忽，当时没有及

时回老家办理落户，如今要搞人

口普查，这才想起来为孩子落户。

可重新开具出生医学证明，还需

缴纳200多元的费用，这事让他觉

得有些不合理。

王先生认为，德州市妇幼保

健院是正规的助产机构，孩子在

那里出生，所办理的医学证明应

该通用，至少在德州范围内应具

有效力，自己不应该重新办理，另

外交钱更不应该。

王先生到底需不需要重新开

具出生证明？带着疑问，记者咨询

了相关部门。武城县妇幼保健院

的工作人员表示，是否需要开具

医学证明，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处

理，如果是老版医学证明，在相关

系统中查不到，就需换发新版，并
且需要交一定费用；如果是新版，

并且具有统一编码，就不需另外

办新版证明。

记者又咨询了德州市卫生局，

妇社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出生医
学证明是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
关系以及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

身份的法定医学证明，2005年7月1

日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启用新版医
学证明，德州市也于当年10月1日

开始启用新版，只要是具备助产资

格的医疗机构，使用机打的正规医

学证明，就属有效证件，不存在无
效的情形。

对于王先生的落户卡壳问
题，记者于11日下午联系了武城

县公安局。户政科工作人员答复

说，在外地出生，已经办理了出生

医学证明的，不需要另外办理，在

德州市妇幼保健院办理的医学证

明合法有效。

工作人员同时表示，如果群

众遇到此类问题，可以直接向县

公安局相关科室反映，他们会及

时处理。

本报 10月11日讯

(见习记者 郑凯 记

者 王宗吉) 记者近
日采访了解到，在德城

区三八路人才市场附

近、大学路与湖滨路交
叉路口等人流量较大

的路口和路段，自发形

成了规模较大的马路

零工市场。

对于这些零工市

场的存在，一些市民表

示欢迎，认为他们的存

在给市民提供了很多

方便；但也有部分市民

希望零工市场能够更

规范些。

“自发形成的马路

零工市场无法律法规
保障，务工人员和雇主

还是应该到正规人力

资源市场。”德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

说。

“目前，德州市人

力资源市场相对较小，

已不适合当前德州市

人力资源发展现状。有

关部门正在筹备建设

德州人才大厦，预计
2011年在德州经济开

发区正式开工建设。”

这位工作人员说。

马路零工市场，便民更需规范

本报10月11日讯(记者

李继远) 7、8月份本是

中药材新货上市的季节，一

般来说9、10月份中药材价

格会随着供应增加，价格走

低，但从今年的市场表现来

看，中药材价格不降反升，

部分常用药材甚至涨出“天

价”，这让选择中药治病的

市民叫苦不迭。

“涨得太快了！都是6服
药，开第一方的时候才120

块钱，过了十几天就涨到

180块钱了。”正在东方红路

一家药店抓药的张女士向

记者抱怨。

“很多市民都抱怨中药

涨价太快。”这家药店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药店进货

过来的价格就涨得很高，所

以零售价也跟着上涨。“以

前抓个治疗感冒的方子也

就不到10块钱，现在快到20

块钱了，快涨一倍了。”

“销量肯定下滑。”在另

外一家药店，药店负责人高

先生告诉记者，由于现在中

药价格上涨迅猛，很多市民

感觉病情稍有缓解就不再

来抓药了，有的患者感觉药

价太高就选择减少用量。

“涨价的多为常用药，

草类药材价格涨得少。”在

东方红路的一家药店记者

看到，在中药饮片区的中药

柜上，大部分药柜都换上了

崭新的价格标签。负责人高

先生表示，涨价的多为常用

药，而且价格涨得有点离

谱，“有补气益血效果的太

子参去年是20-30元/公斤，

9月才40-50元/公斤，这个

月一下子蹿到 270元/公
斤。”

“有七八成中药材都涨

价了。”在另一家药店，工作

人员指着中药柜告诉记者，

蜂房6月份的时候还卖2块

钱，现在已经卖到6 .5元/10

克。

“太子参产区主要在安

徽、贵州、福建等地，今年都

遭受了旱灾和连续降雨，减

产很大。”德州市一家连锁

药店负责人告诉记者，减产
推高了太子参的价格。对于

是不是有游资参与炒作囤

积药材的疑问，该负责人表

示，部分常用药价格涨得太

过离谱，背后肯定有游资参
与炒作囤积。

“疫情太多，需求量太

大，供不应求价格就涨上去

了。”该负责人表示，“甲流”、

“手足口病”以及现在的“超

级病菌”都助推了一些常用

中药的需求，造成价格轮番
上涨。今冬如果遇到流感病
毒爆发，价格还将上涨。

太子参一月疯涨5倍
中药材掀起新一轮涨价潮

▲今年部分中药价格持续上涨。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三八路招工市场前聚集了很多人。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