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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最
近，恼人的‘飙车炸街’终于消停
了，感谢福州交警的辛勤付出！”
昨日，家住仓山区建新镇金辉淮
安半岛二期泊宫小区的居民肖女
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原来，泊宫小区附近的三环
路上，常有改造过的摩托车疾驰，
发动机发出的巨大轰鸣声让附近
小区居民心烦意乱。“等你反应过
来，摩托车一路狂飙，早就绝尘而
去！”肖女士说。

日前，我市结合深入开展主
题教育，启动了“我为福州加快建
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献策”线上调
研，第一期主要围绕市委办公厅
《关于在全市大兴调查研究的实
施方案》明确的 13个方面内容问
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更
好地汲取群众智慧、推动科学决
策。

线上调研中，“全力维护省会
安定稳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福州、法治福州”成为市民关注的
焦点。其中，摩托车闯禁行、上高
架、噪声扰民等问题引起关切，一
些市民通过福州新闻网“我为福

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献
策”线上调研平台反映情况，希望
警方加大整治工作，避免噪声扰
民，维护城市安宁。

我市公安交警部门结合正在
开展的整治“飙车炸街”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将主题教育成效转化
为服务群众的实际举措。针对群

众反映的晋安过仑、岭排线、鼓
岭、鼓山，仓山会展中心周边、南
三环、淮安片区等“飙车炸街”重

点区域开展重点打击整治，同时
强化摩托车闯禁行监控抓拍。

11月 5日 11时许，福州交警
在晋安区新店外环路发现一辆摩
托车严重超速行驶，同时该车发
动机声浪巨大，存在非法改装的
嫌疑。民警立即通知摩托车驾驶
人许某杰接受调查。经核查，该
车在限速 50km/h的路段行驶速
度高达 107km/h，且非法改装了
排气管，加速时发出的噪声已严
重扰民。许某杰还存在无证驾驶
情况。交警对他进行了交通安全
教育，并依法对其超速、非法改
装、无证驾驶等多项违法行为合
并处以 2300元罚款，并暂扣摩托
车。

“查处只是第一步，源头治理
才是重点。”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我市警方组织民警走访汽
修店（厂）、摩托车修理店、电动自
行车销售店等 1084家次，共排查

出非法改装窝点 4 处，并已移交
相关部门予以处罚。交警部门还
通过手机短信平台，针对排量
200CC以上的1.18万辆摩托车驾
驶人累计推送 3 批次提示信息，
提示驾驶人规范骑行。

据统计，今年 9月至今，全市
共查处摩托车闯禁行、超员等交
通违法近 3万起。其中，查处“飙
车炸街”交通违法 7014 起，不断
净化道路通行秩序。

与此同时，我市交警部门还
积极开展电动自行车整治专项
行动，严肃查处不佩戴安全头
盔、违规载人、闯禁行、逆行等显
见性交通违法行为并公开曝光；
组织民警、辅警进学校、进机关、
进社区、进家政公司和快递企业
等，上门通报违法行为，全方位
开展交通安全法规宣传活动，进
一步增强市民交通安全文明意
识。

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向我省转办
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涉及福州市17件

本报讯（本报记者）11月 25日，中央第一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向福建省转办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涉及我市17件（重点件1件）。其中，鼓楼1.5件，台江
1.5件，仓山4件，晋安1件，福清5件，闽侯1件，连江1
件（重点件1件），罗源1件，市直单位1件。从涉及的
信访大类问题分析，共 17个问题，其中，大气方面 6
个，生态方面2个，海洋方面3个，涉水方面1个，噪声
方面 3个，其它污染 2个。所有举报件均已及时转交
相关县（市）区或市直部门处理。环境信访交办件的
办理情况将按照相关要求反馈到督察组，整改和处理
情况会及时向社会公开。

福州交警回应群众关切严查“飙车炸街”
9月至今已查处7014起，同时排查出非法改装窝点4处

我省首个口服小分子
全球创新药获批上市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记者昨日获悉，国家药监
局近日正式批准福建广生堂药业旗下控股子公司广
生中霖具有全球自主知识产权的抗新冠病毒创新药
阿泰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商品名：泰中定）
附条件获批上市。这是福建首个获批上市用于治疗
新冠病毒感染的口服小分子化学药物，也是我省自
主创新小分子药物研发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据介绍，该药品适用于治疗轻型、中型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COVID-19）的成年患者，每日用药剂量
低，肺部暴露量高，Ⅲ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对XBB系列
变异株感染人群具有良好疗效。更低的药物服用量，
可在保证病毒抑制能力的前提下实现安全性。泰中定
正式获批，将为中国患者带来全新的治疗方案。

2023年以来，我省新增 23个制剂品规，其中，生
物制品一类新药 4个品规，新获批仿制药 11个，通过
一致性评价8个，另有9个化学原料药获得批准。截
至目前，已有66个品规纳入化学药品目录集，17个品
种入选集采。新品种的获批，为我省生物医药产业
增添了新的增长点。

省消委会提醒：

赠品不是“次品”
免费不能免责

本报讯（记者 沐方婷）“双十一”“双十二”，
持续的网购节让经营者铆足了劲，用各种各样的
促销方式吸引消费者，其中不乏会有“买一赠一”的
行为，很多消费者在买了促销商品之后，发现所赠送
的商品有质量问题，但又觉得是免费赠送的，没办法
索赔。对此，省消委会提醒，赠品不是“次品”，免费
不能免责。

赠品出现质量问题到底能不能赔偿？省消委会
表示，消费者获得赠品是建立在购买商品的前提下，
商家将赠品成本转移到了售出商品中，消商品的价格
中已包含了赠品的成本，赠品也是买卖合同标的物的
一部分，即赠品同样属于商家提供的商品。因此，赠
品出现质量问题，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时，消费者
可以要求商家进行赔偿。

消费者一旦发现赠品以次充好、以假充真，或者
是“三无”产品、质量不合格产品，可向当地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或向 12315、消委会投诉，以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昨日，2023年首届福州市马术锦标赛暨“哈达杯”马术邀请赛在晋安区岳峰镇开赛，来
自福州7家马术机构的87对人马组合同场竞技。这是福州市首次举办的具有较高水平的
马术赛事活动。 本报记者 赖志昌 张旭阳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11月 25日是国际消
除对妇女暴力日。记者从市妇联了解到，市妇
联联动公安今年在全国首创具有宣传教育作
用的《反家庭暴力告知书》。截至目前，各级妇
联和公安共发放《反家庭暴力告知书》559 份，
很好地起到了预防家暴再次发生的“阀门”作
用。

近日，罗源县某社区妇联发出一份《反家
庭暴力告知书》。“居民小丽（化名）反映丈夫小
辉（化名）经常出门打牌，深夜未归，她多次劝
说却被家暴，身体多处受伤。小丽希望社区和
派出所民警介入调解，令丈夫停止家暴行为并
改掉打牌陋习。”社区妇联相关负责人说，社区
妇联第一时间联系了派出所民警和小辉，深入
了解事情经过，向小辉发出《反家庭暴力告知
书》，“妇联工作人员和民警入户对小辉进行教
育，他承诺以后会控制好情绪，有矛盾绝不再
动手。”

市妇联权益部部长刘明燕说，《反家庭暴力
告知书》不同于《家暴告诫书》，也不同于人身安
全保护令，它的效力相当于反家暴法律宣传单，
但又比一般宣传单更有指向性和教育作用。当
事人在《反家庭暴力告知书》上签名后，会更加慎
重考虑自己的行为带来的法律后果。

据悉，《反家庭暴力告知书》的内容主要是
告知家暴当事人家庭暴力的违法性质以及处
理纠纷或者维权的相关渠道。其可以作为公
安机关处置家庭暴力的辅助性宣传，对于当事
人自行和解的家庭暴力警情能起到教育施暴者、指导受暴者
依法维权的双向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反家庭暴力告知书》
还能作为法院发放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支持性证据，一定程度
减轻家暴受害者的举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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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交警查处摩托车福州交警查处摩托车““飙车炸街飙车炸街””行为行为。（。（市公安局供图市公安局供图））

若身患不治之症，孩子如何安
静、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如何让
儿童舒缓治疗被更多人所看见、所接
受？昨日，拾玉儿童舒缓安宁公益年
会暨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安宁疗护（儿
童专场）研讨会在榕举行，旨在汇聚
更多关注儿童安宁治疗的力量，提高
公众对此领域的认识和支持，共同为
儿童提供更全面、更人性化的医疗护
理。

本次活动由深圳市拾玉儿童公
益基金会和福州市第一总医院联合
主办。

现场讲述
安宁疗护照亮
天使无痛回家的路

生命是一趟有限期的旅行，在和

生命的旅程告别之际，能否让陪伴在
身边的不是冰冷的器械、恐惧的眼神
和绝望中的垂死？这是很多疾病晚
期患者的心声。而相较成人，身患重
症的儿童不会表达，心理发育不成
熟，小小的躯体要承受很大痛苦，更
需要得到呵护和关注。

舒缓治疗概念源于西方，儿童舒
缓治疗是从成人舒缓治疗的概念中
分化而来，旨在为患儿及其家属提供
身体、心理、社会等全方位支持。

演讲环节，从事一线安宁服务
的医生、社工、已离世患儿的母亲
等，从不同角度讲述他们经历的那
些生死。

“安宁疗护中的孩子，既包括患
儿，也包括小家属，后者可能是一群
失落的群体，他们的人生更长，更需

要社会的关爱和支持。”北京王府中
西医结合医院安宁疗护科主任刘寅
分享了感人故事，展示了死亡教育的
重要性。

“我们爱你，我们会好好长大！”
一对 7 岁的双胞胎站在爸爸的病床
前，握着爸爸的手作最后道别。然而
起初，在这名癌症晚期患者弥留之
际，他的妻子带着双胞胎却徘徊在病
房外。由于不知道如何告诉孩子，母
亲犹豫不决。得知情况的刘寅挽留
住母子三人，拿出《小象布布》的画
册，通过生动的插画向孩子们解释

“何为死亡”，最终获得孩子们的理
解。看到孩子的父亲也带着微笑离
开了人世。

“在哪里可以让我女儿不痛呢？
孩子止不住的哭声，令我和孩子妈妈
心如刀绞！”“我现在已经能接受父母
还活着，宝宝先走。但我接受不了把
孩子带回家，看着他在痛苦中死
去。”……这是河北沧州市人民医院
疼痛（安宁疗护）科主任郭艳汝听到
的一系列悲痛呼声。这让郭艳汝下
定决心，不仅仅是治疗，还要帮助患
者有地尊严走完最后一程。

今年年初，福州市第一总医院在
全省率先开设儿童舒缓病房，为处
于生命末期的患儿提供止痛、镇静
等治疗以及人文关怀。目前，已服
务 19 名患儿家庭，其中 9 名为居家
服务。

今年 4月，一名 10岁女孩在安宁
科平静走完短暂人生。女孩喜欢唱
歌，家人习以为常，医护却很在意，她

们发现女孩一直用音乐表达内心所
感，尤其是护士宋苏永。于是，她常
常倾听女孩唱歌，以此打开她的心
扉。有一天，女孩主动唱起《后会无
期》。一曲唱罢，女孩没有再醒来。

“我们的倾听，为她灰暗人生带去了
光，不再留下遗憾。”宋苏永说。

专家观点
儿童舒缓治疗任重道远
“死亡教育”很重要

儿童舒缓安宁是一项关键的医
疗服务，主要服务于儿童肿瘤、先天
性疾病、慢性疾病等处于疾病中晚期
阶段的患儿。

“虽然我国成人安宁疗护临床实
践在不断推进，但儿童舒缓治疗的
发展却相对缓慢。”深圳市拾玉儿童
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治中说，全国
每年大约有 3 万到 4 万新发儿童肿
瘤病例，有 1.5万名儿童因肿瘤失去
生命。面对罹患不治之症的儿童，
专业而富有同情心的护理尤为重
要。我国目前在提供儿童安宁疗护
服务的服务体系、机构、人员等方面
均处于萌芽或起步阶段，供需矛盾
较突出，还需进一步探索和有效实
践。

“在实际开展儿童舒缓治疗过程
中，面临着人才紧缺、医疗资源匮乏、
社会认知不足等多重困境，建议可以
从政策制定、行业规范、医院示范引
领、做好全民教育等方面同步施策。”
刘寅说，同时要重视孩子的“死亡教
育”，死亡教育在孩子7岁至8岁时就

可以开始。家长和学校都应该帮助
孩子建立正确的生死观，包括关于生
命周期、死亡是生命的自然过程，以
及如何理解和应对失去亲人时的心
理支持等。

“每个人都要面对余生，余生很
沉重，也很重要。”郭艳汝建议，从政
策层面，应该完善安宁疗护的定位，
以政府主导，作为一项民生项目来推
动，并且将安宁疗护纳入规范的专业
和学科来推动其发展；从社会层面，
要鼓励和引领更多社会组织、慈善机
构关注，支持安宁疗护和困境中的家
庭，发动多方力量搭建一个网络，让
晚期患儿在百里之内买得到药、止得
住痛、回得了家；从改善大众死亡观
念来说，需要更多媒体、组织关注和
引导科学的生命观、死亡观。只有大
众接受正确的生死观后，才能让有需
要的患者和家属主动走进安宁疗护
病房。

福州实践
三级联动托住
安宁患者最后一程

“最近胃口如何？”“大小便正常
吗？”“夜里一般起来几次？”……11月
的福州，气温低迷。上午9点，台江区
上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团
队敲开菏泽小区高奶奶的家门。

今年 10 月，作为福州市首批居
家安宁疗护试点单位，上海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前往
高奶奶家中评估后，认为其符合居
家安宁疗护条件。随后的一个月，

护士林艳和同事们轮流上门，给老
人静脉输液补充营养，给予导尿处
理，并指导家属给患者翻身、拍背，
缓解褥疮。

“医护人员的到来，点亮了我们
的生活。”老人家属动情地说，母亲希
望人生最后一程能在家中度过，但家
人又担心没办法照顾好，万一有个闪
失会抱憾终身，“没想到这些白衣天
使就来了”。不仅如此，建立家庭病
床进行居家安宁疗护可获得与住院
治疗同等医保报销待遇，这也为家庭
减轻了负担。

为提高疾病终末期患者的生命
质量，从国家层面到各级政府都积极
推动安宁疗护事业的发展。记者从
市卫健委获悉，作为国家安宁疗护试
点城市，福州已开设安宁疗护科的医
院有 29家，设置床位 107张，覆盖所
有县（市）区，大部分为二级以上医
院。

安宁疗护不一定都要在医院，
主战场在家、在社区，“家”是最好的
病房。今年 5 月，福州将安宁疗护
的触角再往下延伸，依托社区力量，
结合家庭病床试点和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试点工作，探索开展延伸性居
家安宁疗护服务。7月，福州市第一
总医院牵头成立福建省安宁疗护专
科联盟，联盟在加强成员单位的交
流协作、加强资源共享、加快培养优
秀专科人才等方面着力推进，构建
终末期患者“医院—社区—家庭”三
级联动模式，托住安宁患者最后一
程。

让患者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拾玉儿童舒缓安宁公益年会暨市一总院安宁疗护研讨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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