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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快读

□晚报记者 汪永森 实习生 张芬芬

本报讯 2009 年，是郑州市委、市
政府实施新一轮跨越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的起步之年，郑州市除生态水系建设
取得阶段性成果外，防汛抗旱、病险水库
除险加固均取得突破性发展。11 月 7
日，有关部门对我市水利工作取得的成
绩进行肯定，市水利局连续10年荣获省

“红旗渠精神杯”。

防汛抗旱工程体系日益完善
近几年来，我市防汛抗旱工程体系

日益完善，38座病险水库正在进行除险
加固，22个灌区改造规划编制工作已经
展开。全市124条河流累计治理355.2公
里，其中治理城区河道283.02公里，治理
标准达到5年一遇除涝，50年一遇防洪。

防汛抗旱指挥信息化平台建设现已
初见成效，目前全市已基本形成集计算机
网络、通信、信息采集、决策支持四大系统
为一体的信息网络，初步形成了工程措施
和非工程措施相结合的防汛抗旱体系。

投资4亿元为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郑州市共有水库 153 座，其中中型

水库14座、小型水库139座，列入全国除
险加固计划的 42座。3年来，我市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总投资4亿余元。

目前，42 座病险水库中 4 座中型水
库除险加固工程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
用，19 座水库除险加固主体工程已完
工，正在做竣工验收准备工作。2009 年
新批复投资计划的 19 座水库除险加固
工程已全部开工建设，明年底前全部完
工并竣工验收。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取得新突破
郑州市共有农村人口 400 万，其中

140万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2006年以
来，市委、市政府连续3年把解决农村饮
水安全列入了“十件实事”，在完成国家
安排的任务基础上，市财政再解决10万
人建设任务。2006 年以来已累计投入
资金 3.2 亿余元（其中市本级财政投资
1.2亿元）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今年我市的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进度加
快，目前37万人投资计划正在实施。到
今年底，全市将累计解决农村饮水不安
全人口120万人。

南水北调及移民工作稳步展开
我市是南水北调中线跨越的两座省

会城市之一，工程途经我市全长 133 公
里，同时还要接收丹江口库区移民 1.75
万人，分别安置在全市28个安置点。

今年7月，南水北调中线郑州段开工建
设；8月，第一批移民已顺利入驻安置点。

我市“四个一批”人才
赴深圳培训

本报讯 郑州市宣传文化系统首批
“四个一批”人才培训班一行 21 人南下
鹏城，昨日在深圳大学开始了第一课。

这次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郑州市“四
个一批”人才培训班为期一周。其间，学员
们将听取深圳大学知名专家的授课，参观
考察深圳文化产业园区大芬村和深圳报业
集团。据悉，近年来，我市进一步加强宣传
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建设，把培
养和造就一批理论、新闻、出版、文学艺术
和文化经营管理优秀人才摆在突出位置，
至今已选拔“四个一批”人才58人。

在昨日的开班典礼上，深圳大学副
校长李凤亮在致辞中向学员们介绍了
深圳大学的校情，并预祝培训班取得
丰硕成果。郑州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要
求参加培训班学员，认真学习，认真感
受，认真思考，通过学习考察，力求有
更大的收获。

昨日，吴俊忠教授围绕《深圳文化创
新与文化发展》、姜安教授就《古代智慧
与领导力》作了精彩讲述。 本报记者

中医药治疗甲流被寄予厚望
专家向公众推荐了简单易行的防流感保健操

据新华社电 自16日开始，北京所有市民
可免费接种甲型H1N1流感疫苗。对于北京市
推出的这项新举措，有网民质疑此项计划有失
公平。北京市卫生局 9日对此回应，北京开展
的全民接种疫苗计划，并非完全排除非京籍市
民，未来视疫情形势发展，将考虑推进在京的外
来人口接种甲型流感疫苗。

北京市卫生局表示，受疫苗供应量限制，当
前甲流疫苗接种仅限于北京市户籍居民，但随
着疫情发展和人们接种需求的变化，未来北京
市会考虑推进在京工作或居住的所有外来人口
的甲流疫苗接种工作。目前，北京市已储备了
近 400万人份甲流疫苗，未来随着数量不断增
加，可以应对在京人员接种甲流疫苗的需求。

□晚报记者 邢进 实习生 孟丽君 李恒

本报讯 经省市专家组全力组织抢救无
效，开封市一例甲流重症患者于 11月 9日上午
死亡。这是我省出现的首例甲流死亡病例。省
卫生厅厅长刘学周指派副厅长黄玮带领厅应
急、疾控、医政等部门负责同志和省疾控、临床
专家，立即赶赴开封调查处理。

经初步调查，死亡患者为男性，18 岁，系
尉氏县的一名高中学生。一周前，该患者因

受凉出现发热、咳嗽等感冒症状，在当地医疗
机构治疗效果不佳。因病情加重，于 11 月 7
日晚 10 时左右入住河南大学淮河医院，病情
持续加重，于 8 日上午病危，经市级专家组会
诊，怀疑甲流重症，后经实验室检测为阳性，
会诊结果为甲流重症、重症肺炎。省卫生厅
于 8 日当晚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出省级临床
专家组赴开封指导救治，认为诊断正确。后
虽经积极组织抢救，治疗无效，于 11 月 9 日上
午死亡。

我市农田水利建设综述（二）

抗击甲型H1N1流感

据新华社电 卫生部通报，截至9日，我国
累计报告近6万例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其
中重症病例242例，死亡30例。

另据卫生部通报，截至9日，国家食品药品
监管局累计完成甲型 H1N1 流感疫苗批签发
235 批次 3960 万人，全国已完成疫苗接种 870
余万人。

近期，我国一些地区开始大幅降温。中国疾

控中心疾病控制与应急反应办公室主任冯子健指
出，随着天气变冷，不仅会使流感病毒更加活跃，
而且还会使公众发病情况趋向复杂，从而使医疗
机构面临防治甲型H1N1流感及其他疾病的双重
压力。为此，他一再强调，公众应做好个人预防，
尽可能减缓疫情传播。此外，针对“防甲流口罩”，
专家指出，甲型H1N1流感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合
格的医用外科口罩即可满足个人防护需求。

我国共报告30例甲型H1N1流感死亡病例

据新华社电 在9日广州举行的传统医药
国际科技大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卫生部副部
长王国强、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等认为，中医
药对治疗甲型 H1N1 流感具有重要作用，应加
快开展传统医药现代研究。

2/3的甲流病人接受中医药治疗
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主旨报告中指出，历史

上传统医药为人类的生存繁衍作出了巨大贡
献，今天我们面临甲型 H1N1 流感等新老疾病
的威胁，需要更加重视如何发挥传统医药的作
用，合理认识和挖掘传统医药的科学内涵，使这
个人类文明的宝库重新焕发出应有的价值和新
的生命力。

卫生部副部长王国强表示，中医药在2003
年非典防治、去年汶川大地震伤员救治、伤残康
复和灾后疫病预防，以及今年甲型 H1N1 流感
防治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内地 2/3 的甲
型H1N1流感病人接受中医药单独治疗或参与
治疗。他说：“实践结果显示，中医药治疗轻症
病例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中药与达菲合用
对于重症病例的救治具有潜在价值。”

他表示：“我们愿意与各个国家和地区交流
应对流感大流行的公共卫生政策和实施策略，
分享中医药防治甲型H1N1流感的经验。我们
也期望传统医药在应对各种新发突发疾病中发
挥更大的作用。”

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认为，传统医学具有整体观念，以及“治未病”观
念、个体化治疗等特点，可以弥补现代医学的缺
陷，应该继续坚持发扬。他说，他对传统医学转
化的理解，是从经验医学到循证医学，从循证医
学再到基础，从基础再到临床。

西安中医推荐防流感保健操
每天花几分钟时间进行面部按摩，可有效

预防流感。专家日前向公众推荐了简单易行的
防流感保健操。

西安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陕西省中医防
治甲型 H1N1 流感专家组成员杨震告诉记者，
中医认为各种疾病都有来源，中医叫做“瘟邪上
受，首先犯肺”，也就是指疾病易从口鼻吸入，因
此保证口鼻健康可以有效防控流感。

杨震推荐的预防流感保健操共有 4节：一
是开天门，用双手大拇指内侧，从眉心推到发髻
线，推 100 次，可以动员阳气上升，提高免疫
力。二是推坎府，大拇指从眉心推到眉梢，可以
调整正气，增加免疫力。三是揉太阳穴，双手顺
时针揉太阳穴 100次。四是保鼻通，用双手大
拇指交替揉鼾唇沟的上端，可缓解轻型感冒的
鼻塞等症状，有通气的作用。

杨震说，除了进行面部按摩外，成人还可以
将夏枯草、桑叶、菊花三味中药各15克煎服，连
续服用5天，也能有效预防流感。

本报讯 2007 年 10 月 1 日《郑州市城市
养犬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实施以来，郑
州市依法行政，加强城市养犬管理，办证犬
只已达近 2 万只，但与应办证犬只总数仍存
在较大差距，部分市民对养犬管理现状和
管理费用的去向表示关注。昨日，市政府
要求有关部门公开解释市民质疑，并进一
步依法加大对违法养犬和不文明养犬等行
为的查处力度。

近年来，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养
犬居民不断增加，但由于管理不善，犬只扰
民、污染环境、传播疾病等问题日益突出，犬
只伤人事件也时有发生，市民群众反映强
烈。为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和健康，加强城市
养犬管理，规范城市养犬行为，维护城市环境
卫生和社会公共秩序，2006年初，我市开始调

研和起草《郑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2007
年 8月 3日《条例》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 32
次会议审议通过，于10月1日起施行。《条例》
明确了“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和强制免疫制度”
的管理方式，确立了“每只犬第一年600元，以
后每年 200元”的服务收费标准。《条例》实施
后的两年时间里，我市已对19306只犬只进行
了集中免疫并办理了准养证。市财政共拨付
市养犬办经费 731.09 万元，用于支付犬只管
理（含免疫、体检、保险、芯片、犬链、犬舍等），
购置防护设备、宣传及各类资料印刷费，协管
员工资，拨付各区犬只管理费等。

《条例》实施以来，犬只管理工作与市民的
期望值仍有一定差距，无证养犬、违规遛犬、犬
只伤人等现象依然存在，影响了市民生活。目
前存在的问题既有犬只总数不清、犬只活动场

所建设不到位等客观原因，也有执法队员责任
心不强，个别执法队员素质不高，工作中有畏
难情绪，主动性不强，执法管理不到位，重收
费、轻管理，执法力度不够等主观原因。

市养犬办根据广大市民的意见，认真反
思，借鉴先进兄弟城市的经验，查找《条例》实
施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根据《条例》规
定，将继续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加大对违法
养犬和不文明养犬行为的查处力度。重点
治理无证养犬、逾期未年检犬和禁养大型
犬、烈性犬问题，对遛犬不拴链、违规进入
公共场所遛犬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查处，及
时捕捉疯犬、病犬、流浪犬，避免造成危
害。同时，要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的文明
素质和执法管理水平，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监
督。 本报记者

依法管理城市养犬
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和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