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家实验室可初筛艾滋病
其中7家免费，19家需付费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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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枣庄11月27日讯(记者
赵艳虹) 12月1日是第25个“世界
艾滋病日”。27日，记者从枣庄市疾
病与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枣庄从
1993年开展艾滋病疫情监测工作，
截至目前枣庄共有26家HIV初筛实
验室可以对艾滋病进行检测，其中
7个区市疾控中心可免费检测。

27日，记者从枣庄市疾病与预

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科了解到，
为关爱艾滋病群体，枣庄自1993年
开始，设立了艾滋病咨询检测站，
截至目前，枣庄市共设有26家HIV

初筛实验室，其中7家为市区疾控
中心，可为市民提供免费的艾滋病
自愿咨询检测服务，而另外19家进
行HIV检测的医疗机构则设立在
医院，但这些医疗机构检测艾滋病

需收费。这2 6家HIV初筛实验室
对所有检测者的信息都将进行保
密。

据了解，在枣庄检测HIV的
人数逐年增加，此外，男性居民到
检测站检测的人数比女性要多。
虽然每年都会新检测出几例艾滋
病感染者，而且筛查发现的阳性
个案也逐年增加，但增长趋势逐

年减缓。据艾滋病防治科曹主任
介绍，艾滋病检测主要是通过采
血进行HIV抗体的检测，如果检
测结果呈阴性，检测结果当天就
可以出来，而如果检测结果呈阳
性，则要由上级检测部门进行进
一步检测，一般10天左右就可以
出具检测结果。

“检测站不仅可以保证患者

的隐私，还会提供一些心理辅导。
对于艾滋病感染者而言，病症可
怕，但更可怕的还是人们戴着有色
眼镜去看待他们。”曹主任说，被确
诊后，感染者要定期到医院检查，
接受医务人员的指导和正规抗病
毒治疗；坚决改变过去的高危行
为，避免感染和皮肤破损，戒烟戒
酒，过规律的生活。

本报枣庄11月27日讯(记
者 李淼) 近日，《山东滕州
薛城、北辛遗址文物保护规
划》专家论证会在济南召开，
对遗址保护规划的设计方、
枣庄和滕州两级市所做的遗
址保护规划设计提出要求。

专家指出，薛城遗址、北
辛遗址是国家文物保护六大
片区之一的“曲阜片区”的重
要组成部分，已被国家列入

“十二五”期间一百五十个重
点保护的大遗址。

专家听取了规划设计单
位关于薛城、北辛遗址保护
规划编制的汇报，认为规划
设计思路基本可行，原则上
予以通过。同时提出了完善
文本、细化内容，提高可操作
性等修改意见。枣庄市将按
照要求，推进大遗址保护工
作，及时按程序上报国家文
物局审批。

记者了解到，薛国故城

位于滕州市南部的官桥镇，
城分外城和内城两部分。外
城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形成
于战国时期，内城在大城的
东南隅，平面呈不规则长方
形，内城即西周、春秋的薛城.

并一直延续到汉代。
1988年，薛国故城被公布

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被中国国务院公布为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辛遗址位于滕州市官
桥镇东南北辛村北首薛故河
南岸，面积约5万平方米。该
遗址在1964年全省文物普查
中首次发现，1978年冬至1979

年春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发掘，出土大批陶器、
石器等文物2000余件。由于这
一文化遗址反映了自身特有
的文化风貌，因而被国家命
名为北辛文化，已在1982年向
世界公布并编入国家教科
书。

两处文物遗址保护

通过专家论证

近日，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中心小学老师邵海侠将家中近两千件收藏品分类定期搬到教室内展览，

让孩子们在接触藏品的过程中认识、了解各类文化遗产，引导孩子树立对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意识。

图为一名学生手持烟嘴做抽烟状。 本报通讯员 胡乐彪 本报记者 杨霄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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