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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青岛岛设设名名医医门门诊诊，，挂挂个个号号110000元元
专家每次坐诊仅看15个病号，开设首日个个挂满

轿车撞桥柱落水

路人联手救人

本报滨州2月26日讯（记者 谭
正正 韩志伟 通讯员 宋炳茹）

23日下午2点4 0分左右，一辆自
南向北行驶的黑色轿车，在途经
博兴县陈户镇打渔张桥与三河干
渠交叉处的渡槽时，冲入水中。经
路人联手施救，车上两人被救出。

23日下午2点40分左右，博兴县
供电公司陈户供电所的庞光新和孙
占平驱车自南向北进行春节保电、
设备巡视的工作，50岁的庞光新看
到渡槽上被撞烂的桥柱，直觉告诉
他出事了。随后，就听到渡槽下面的
水里有一个女子喊救命。

“看到桥下一辆轿车四轮朝天，
我们在路边立刻停车，跑到下面的
河里，直接跳入水中。冬天雨水较
少，水不是很深，但里面的淤泥很
深。”庞光新说。

在两个人施救的过程中，路过
的一辆轿车停了下来，一名男子也
下车帮忙救人，车上另一女士用手
机拨打了120。为了争取时间，庞光
新和孙占平将落水的两名伤者放到
他们开的皮卡车上，在前往博兴县
第二人民医院的路上，和救护车相
遇，两名伤者被救护车带走。

25日，博兴县第二人民医院外
科的赵学军主任告诉记者，男性伤
者转到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重症
监护室，女性伤者已经出院。

15名票贩被抓获

缴获车票1541张

本报济南2月26日讯（记者 杜
洪雷 通讯员 陈其龙） 为了确
保旅客出行安全，济南铁路公安处
在春运期间打击各类侵财犯罪和倒
票案件，缴获火车票1541张。

济南铁路公安处以集中打击整
治侵财犯罪为重点，以探亲旅客和
游客集中的车站、临客列车为重点，
组建“铁鹰”小分队跟车打击整治，
共破获盗窃旅客财物案件7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16人，为旅客挽回经济
损失16800余元。

以安检查危为重点，做好安
检查危工作，对重点车次、重点旅
客严格实行二次安检。仅春节假
期期间，全处共查获危险物品2261

起。其中，仿真枪 1 9支，管制刀具
151把。

以打击倒票案件为重点，深入
推进“猎鹰战役-2015”打击倒票专
项行动。春节期间，共查破倒票案件
8起，抓获票贩15名，打掉窝点8个，
团伙1个，缴获车票1541张。

干眼症、神经衰弱、腱鞘炎、颈椎病……

一一波波““新新式式””节节日日综综合合征征来来袭袭

本报记者 李钢

“节日病”增多

多和手机有关

除了常见的胃肠不适、鞭
炮炸伤等春节“节日病”，今
年，一些新式“节日病”有所增
多。

“我眼睛很干、很痒，还有
些灼痛感。”24日，28岁的市民
刘先生到医院就诊，“医生检
查说是干眼症。”在医生问诊
时，他才意识到，“抢红包”是
造成他干眼症的“罪魁祸首”。

“抢了好几天红包，整天

盯着手机，生怕一抬头红包就
没了。”刘先生说。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
科医院眼科专家温莹介绍，随
着电脑、手机的普遍使用，干
眼症等发病逐渐增多。

据眼科专家介绍，正常情
况下，人们平均每分种眨眼15
次左右，而操作电脑时每分钟
眨眼5次，玩游戏时每分钟仅
眨眼3次。眨眼频次的减少，会
导致眼睛泪腺分泌泪液功能
低下，从而易出现眼睛干涩、
发痒、灼痛、畏光等“干眼病”
症状。

除了干眼症，手机和电脑
的过度使用还导致颈椎病、神

经衰弱，甚至是腱鞘炎开始逐
渐成为新式“节日病”。媒体报
道了一24岁小伙因“抢红包”
致拇指僵硬，握筷子都困难，
被确诊为腱鞘炎。

吃好睡好锻炼好

远离“节日病”

对于如何消除各种“节日
病”，专家表示，患者应该尽快
到医院相应科室就诊。同时，
在饮食、锻炼、心理等各个方
面进行调适。

在节后饮食调节方面，
专家建议，应多吃些易消化
的食物，避免过冷、过硬、过

辛辣的食物，减轻肠胃的负
担；多吃新鲜水果、蔬菜和含
有丰富蛋白质与维生素的食
品。

节后失眠也困扰着不少
人。不少人由于假期作息严重
不规律，打乱了人体正常的生
物钟，造成神经系统紊乱，结
果长假过后，入睡困难、失眠
等问题就找上门来。对此，专
家建议，首先要认真调节生物
钟，做到早睡早起，起居有序，
每天保证6-8个小时的睡眠，
以饱满的精神面对工作；积极
锻炼身体，如步行、慢跑，通过
运动来缓解节假日带来的作
息紊乱。

本报青岛2月26日讯（记
者 杨林） 不少患者在看病
时总有这样的怨言：自己好不
容易挂上知名医生的号，结果
患者太多、医生太忙，医生没
有时间和自己交流。为了满足
不同层次患者需求，促进患者
合理分流，青大附院26日开设
名医门诊，在名医门诊坐诊的
专家每次只看15个号，挂个号
100元，开设首日，名医门诊很
快挂满。

26日，记者在青大附院名
医门诊看到，550平方米的门
诊区域设置了13个诊室。与看
病时患者统一在一处候诊区
候诊不同，名医门诊每个诊室
都设立了独立诊室和候诊区，
每个专家都配备了1名护士或
其他工作人员协助工作。每个
诊室外都挂着一块电子显示
屏，上面显示着出诊专家、出
诊时间、患者挂号排序等信
息。

什么样的医生能够在名
医门诊坐诊？青大附院选拔了
具有20年行医经验、享有较高
声誉和影响力的知名专家，包
括“泰山学者”、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省市拔尖人才、省
市名中医药专家等，目前共有
25名专家入选。

知名专家每周到普通门
诊坐诊至少1次，才可到名医
门诊坐诊。每位专家要固定出

诊时间，每周开展名医门诊服
务不超过2次，每次限号15个。
同时，知名专家门诊实行预约
制度和告知制度，由患者自愿
选择专家，门诊诊查费为每人
次100元，而根据青岛市目前
实行的挂号收费标准，专家号
最贵仅9元。

家住黄岛区的张华在王

颜刚的名医门诊外候诊，诊室
外的电子屏幕上显示，张华是
26日上午第13个来挂王彦刚
门诊的患者。张华说，她25日
在青岛市的统一预约挂号平
台进行了预约，虽然挂号费要
100元，但自己有了和医生单
独交流的机会，医生也有更充
裕的时间问诊，这很值得。

26日上午10时许，7:30开
诊的名医门诊中，有的专家已
经看完15个号，回到自己的科
室开展查房、问诊等日常工
作。青大附院副院长孙运波介
绍，名医门诊适合患有疑难杂
症的患者，普通疾病患者只需
看普通专家门诊即可，患者要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在名医门诊，专家和助手正在与患者交流，医患之间有了更多的交流时间。 本报记者 杨林 摄

不想上班、打不起精神、没胃口……春节长假后，朋友圈、微博等被各种“节日病”刷
屏，尤其是在“抢红包”成为一场全民狂欢，电脑和手机过度使用的背景下，干眼症、神经
衰弱、腱鞘炎、颈椎病等一波新式“节日病”强势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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