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张倩 通讯员 孙艺佩）7
月 4日，郑州机场T2航站楼
内，一名旅客在登机时突然
倒地不省人事。危急时刻，
郑州机场旅客服务人员第一
时间呼叫急救，机场医护人
员紧急出动、全力救治，成功
挽救了旅客生命。

当日中午，旅客杜先生
准备和孙子一起乘机出游，
在登机过程中突然晕倒在
地。收到通知后，郑州机场

急救中心多名医护人员携带
专业设备迅速赶到现场，发
现杜先生意识丧失、呼之不
应，经初步诊断为心搏骤停，
立即采取心肺复苏术、开通
静脉通路、电除颤、药物应用
等措施进行抢救。

经过 40分钟的紧张救
治，杜先生终于转危为安，
窦性心律和意识逐渐恢复，
随后由机场急救人员护送
转运至省立医院接受进一
步治疗。

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哮喘
坐飞机前要做哪些准备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成燕）昨日，一场生动的防
溺水安全知识讲座在郑州图
书馆举办。市红十字水上义
务救援队队长牛振西带领救
援队队员走进郑州图书馆，为
小读者们带来暑期安全教育
第一课。

结合救援队丰富的救援
经验，牛振西用溺水事件的实
例警示小朋友们安全无小事，
模拟救援、安全知识分享，小
读者们在安全宣讲员的带领
下，许下了坚定的誓言“谨防
溺水，远离危险”。

从2012年起，该救援队在

水域周边学校开展水上安全知
识普及教育讲座，倡导“见义智
为”“救人不舍己”的科学救生
理念，直接受益中小学生、大学
生超3万人，大大降低了溺水事
故数量。

本次活动是郑州图书馆
“非遗中的美好生活”暑期民俗
系列手工体验首次活动，通过
非遗手工体验和防溺水教育有
机结合，让青少年儿童在玩中
学、在学中玩，通过防溺水知识
分享、知识问答、非遗手工操作
等方式，向孩子们宣传预防溺
水知识，进一步提高孩子们的
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

郑州图书馆暑期安全教育课
教孩子们学防溺水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张玉东 见习记者 刘地
通讯员 李颖）“交警同志帮
帮我，我的手指干活的时候
被玻璃压断了，急需去医院，
现在打不到车，能帮我一下
吗？”7月 4日，交警五大队花
园农业岗辅警丁振、曹树久
接到群众求助，迅速将一名
断指伤者送往医院，获得群
众好评。

当日19时左右，正值晚高
峰，花园路农业路车流量比较
大，岗上交警接到群众求助
后，迅速了解情况得知该求助
人断指伤情已延误一个多小
时，刻不容缓，争取一秒钟就

是给救治带来复原的希望。
丁振和求助人沟通后立即驾
驶警用摩托车带上求助人赶
往郑大一附院，一路上拉响警
笛，前方车辆听到警报后纷纷
避让，为患者让出了一条绿色
通道，最终民警11分钟将求助
者送往郑大一附院急诊中心，
使患者顺利得到救助，为救治
赢得宝贵的时间。

经了解，求助人纪某，外
地人，在郑州打工，在工作中
不慎将小指压断，自己又对郑
州路况不熟悉，高峰期在路边
打车也打不到，情急之下看到
路口执勤的交警，就立马想到
向警察求助。

“抢”时间

交警骑摩托载着断指求助者
晚高峰11分钟赶到郑大一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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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徐富盈 通讯员 李冰）
昨日，郑州交警二大队新研
发的涉案车辆监管与审计
系统，投入试运行。

以往办理放车业务时
存在问题：流程繁琐，各办
理区域分散，当事人需要来
回奔波;当事人办理放车手
续过程中，需要复印身份

证、驾驶证、行车证、交强险
保单、行政处罚卷宗等材
料 ,中队存档一份，群众去
违法处理室办理时需另带
一份供处理室审核，不仅
过程复杂，并且造成极大
纸张浪费 ;当事人需先到
邮政银行缴罚，再回到扣
车中队交回交费凭证 ;以
往的放车单信息简单，无

停车收费明细，无监督投
诉电话。

新系统针对以上问题，
简化、优化流程：当事人一
窗式办理放车业务，电子采
集相关证据信息，违法处理
室网上审核后，中队直接打
印放车单放行，不再来回奔
波;采用高拍仪取证，当事
人无需提供复印件,电子化

存档，方便查找核对;系统
能够直接生成本次违法缴
罚二维码，实现缴罚;新式
放车单根据扣放车时间自
动生成收费明细，杜绝乱
收费；实现停车场扫码导
航；增加监督电话，便于群
众维权和监督；增加交通安
全宣传内容，普及交通安全
知识。

简单来说，过去取回
被扣车辆，当事人需要数
次往返多个部门，耗时一
个小时以上，流程繁琐，
耗费纸张。现在，实现了
一次式办理、一窗式办
理，群众来到大队基本上
10 分钟办完放车手续，并
且电子化取证留档，节省
纸张。

去交警队办取车 一窗受理不再跑腿
电子化存档，无需材料复印件 扫码缴罚款，不用往返多部门

乘客机场心搏骤停
40分钟急救转危为安

当前正值暑期出行高峰，郑州机场急救中心在此
提醒广大旅客关注身体状况。

患有心脏疾病的旅客
出发前应由专业医生进行
健康评估，确认能否乘机，
如可以乘机，最好有了解病
史的家属陪同或将病史写
在卡片上随身携带，并随身
携带常用药物及急救药品，
如有不适请第一时间与工
作人员联系。

患有高血压的旅客
需要提前半个月服用药物
控制血压保持稳定，乘机
前注意休息，保持充足的
睡眠，不要饮浓茶和咖啡。

患有糖尿病的旅客
乘机前准备相应的药物，
动态监测血糖变化，备好
糖块以避免低血糖发生。

患有呼吸系统疾病的
旅客 比如：哮喘患者应当
避免接触过敏原，并随身携
带气雾剂，在病情突然发作
后可以第一时间控制病情。

有晕机或晕车史的
旅客 乘机前饮食不宜过
饱或空腹，前一晚要保证
睡眠质量，在飞机起飞前
至少半小时服用晕机药。

送健康

防溺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