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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
警钟长鸣

我省新增1例
H7N9病毒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王治）2月 8日，郑州市确诊1例H7N9病毒病
例。患者杨某，男，54岁，邓州市农民。目前患者病情危重，正在
积极救治。经流行病学调查已确定密切接触者 44人，医学观察
均无异常症状。

截至目前，我省已累计确诊H7N9病毒病例5例，其中3例死
亡，2例危重。

安监总局发布企业
节后复工安全提示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记者昨日获悉，国家安监总

局就工贸企业节后复工复产发布了一则安全提示：开展
一次全员安全教育，开展一次全面安全检查。

提示说，立春过后，万物复苏，大批的工贸企业将陆
续恢复生产经营，大量的从业人员将陆续返回工作车
间、班组、岗位。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这万物竞发的大好
春光里，在这“撸起袖子加油干”的丁酉年里，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为全年各项安排开好局、起好步显得尤为关
键。节后复工复产时段属于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易发高
发时期，各级安全监管部门和有关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
位要对节后安全生产工作格外小心。

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各类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
位要对新进员工和调换新岗位的员工严格开展“三级”
安全教育培训；要对节后回原岗位工作的其他员工进行
一次安全知识再教育再培训；要严格审核特种作业人员
资格，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岗前再教育。对员工因“假
日综合征”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要加以预防和控制，减
少因人为误操作而引起的安全生产事故。

开展一次全面安全检查：各类工贸行业生产经营单
位要在开工前对设备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检修、检测，
确保设备能够正常安全运行。加强对报警设施、安全防
护设施、应急救援设施、劳动防护用品和装备等安全设
施的检查和监控，确保各类安全设施完好、可靠，能够起
到相应的安全防护作用。

本报讯（记者 李娜）“十三五”期间，我
省医疗卫生工作如何发展？居民可以获得
哪些利好？昨日，记者从省政府获悉，省政
府办公厅出台《河南省“十三五”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规划》，我省将在每个街道办事处范
围或每3万~10万居民区规划设置1所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三大数据库覆盖全省
《规划》指出，我省将加快全民人口健

康信息化工程建设，建立区域性人口健康
信息平台，到 2020年，实现全员人口信息、
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基本
覆盖全省人口，实现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
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管理等六
大业务应用系统互联互通、数据共享和业
务协同。

同时，积极推进居民健康卡与社会保障
卡、金融 IC卡、市民服务卡等公共服务卡的
应用集成，实现就医“一卡通”。

每个县应有综合医院
《规划》指出，我省将在县级区域依据常

住人口数，原则上设置1个县办综合医院和
1个县办中医类医院。50万以上人口的县
可适当增加公立医院数量或在新区建设县
级医院分院。

在市级区域依据常住人口数，每100万
~200万人口设置 1~2个市办综合性医院，
服务半径一般为50公里左右。每个市级区
域原则上至少设置1个市办中医类医院。

依据常住人口数，每 1000万人口规划
设置1~2个省办综合性医院。

支持社会办医院发展
我省将优先支持社会办非营利性医

疗机构发展，形成以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
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的社会办医
体系。

到 2020年，按照每千常住人口不低于
1.5张床位为社会办医院预留规划空间，同
步预留诊疗科目设置和大型医用设备配置
空间，使社会办医院服务量占全省总量的
25%左右。

村村有标准化卫生室
小病不出村（办事处），居民看病将更

方便。
根据《规划》，到2020年，实现政府在每

个乡镇办好 1 所标准化建设的乡镇卫生

院。综合考虑城镇化、地理位置、人口聚集

程度等因素，选择一半左右的乡镇卫生院建

设成中心乡镇卫生院。

在每个街道办事处范围或每 3 万~10

万居民区规划设置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原则上每个行政村设置 1所标准化的

村卫生室，新型农村社区设置1所新型农村

社区卫生服务站。

每个家庭都有签约医生

《规划》指出，到2020年，每千常住人口

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 2.49人、注册护士数

达到 2.86人，医护比达到 1∶1.15，市级及以

上医院床护比不低于1∶0.6。

到2020年，每千常住人口基层卫生人员

数达到3.5人以上，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

有2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力争实现每个家庭

拥有1名合格的签约医生。原则上按照每千

户籍人口1~1.2名的标准配备乡村医生。每

所村卫生室至少有1名乡村医生执业。

我省旅游宣传片开播
在这里读懂老家河南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琳娜）记者昨日从省旅游局获悉，
即日起，由该局拍摄制作的《豫见中国 老家河南》旅游形象宣传
片已在国内主流媒体开始放映。

据了解，早在2011年，该局就在充分提炼河南丰富多元的文
化资源基础上，精心打造河南旅游品牌名片——“老家河南”，并
依托这一品牌形象提出旅游形象口号。从“心灵故乡 老家河南”
到“豫见中国 老家河南”，“老家河南”的品牌价值逐步释放。

围绕新的旅游品牌价值，2016 年，省旅游局开始策划拍摄
新版宣传片，新版宣传片主题确定为：“豫见中国 老家河南”。
内容分为四个部分：遇见中国河、遇见中国字、遇见中国艺术、
遇见中国功夫，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生活，艺术闪耀着人性的
光辉。这四个部分深刻挖掘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精髓，充分体现
了河南文化软实力。

对口升学方案公布
中职生可考本科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拓宽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为学生
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省教育厅昨日公布《河南
省中等职业学校2017年毕业生对口升学考试方案及考纲》，中等
职业学校毕业生考试合格也将有机会进入高校读本科或专科。

对口招生是指普通高校对口招收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
生。凡我省经注册具有正式学籍的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经本人
自愿申请并由所在学校审查推荐，均可报名参加对口招生考试。
考生经统考达到一定分数线后，由本省自行选录。有专科、本科
两种选择。

2017年全省中职学校对口招生考试考纲包括公共必修课，
专业基础课及专业课，考试主要考察考生各专业（学科）考试科目
要求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对口升学实行完全平行志愿。

公交站台猜灯谜
领个灯笼提回家

本报讯（记者 徐富盈 文/图)几天来，随着元宵节的来临，
许多景区广场都在举办闹元宵猜灯谜活动，而公交工作人员
也没有闲着，他们利用快速公交窄窄的站台，布置成了郑州
第一个“元宵灯谜主题站台”，在乘客去乘车或等车的间隙，
猜对灯谜，就能把一个漂亮的元宵灯笼领回家。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秦岭路棉纺路快速公交站台，看到
这里的五位工作人员，正在忙着布置站台，有的站台顶上挂
花灯，有的灯谜彩画贴走廊。布置一新的站台，充盈欢声笑
语，引得过往乘客纷纷驻足，好奇地询问。

据站台工作人员吴静介绍，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元宵
节，他们特意布置了这个“元宵灯谜主题站台”，共准备了上
百条有趣的灯谜邀请市民竞猜，猜中者有小礼物相赠。

“利用等车间隙猜猜灯谜，活跃一下气氛，也能给生活
增添一抹乐趣。此次猜灯谜活动将从 2月 9日开始，一直持
续到元宵节当天，前来站台乘车的乘客，可将猜出的答案告
知站台人员，如果正确，当时就可以得到一份精美的小礼
物，有兴趣的市民朋友路过时不妨留意一下。奖品为十二
生肖灯笼一个！”吴静说，在匆匆的乘车途中，乘客如果能感
受到传统文化魅力，体会浓浓春意，我们的心愿就满足啦。

河南“十三五”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出台

街道要设社区卫生中心
常见病家门口就能看诊

（上接一版）斯人已去，思念恒留。
潘品捧着沉甸甸的载满荣誉的“感动中

国人物”奖杯，犹如接过了王锋传递来的力量。
除了日常无尽的思念，潘品也会写写诗

句，寄托哀思。晚会现场，潘品轻声吟诵：
“你走了，在这个家里，再也找不到你的影
子，我只能在梦里与你相见，这会是怎样的
一种感受，在家里，再也找不到你的气息，只
能打开衣柜，抱着你的衣物，闻一闻你的气
息……”

哀不能诵，现场，观众都湿了眼睛。

最该得救的他被烧成“炭人”
如果不是那一场火灾，王锋和多数人一

样，过着平凡幸福的小日子；可就是这场火
灾，让这个平时虽寡言但乐于助人的汉子最
终成了一名英雄。

王锋，男，1978年出生，方城县广阳镇人。
自小家境贫寒的王锋从郑州大学计算

机专业毕业后，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为了
挣钱给父母姐姐弟弟治病，王锋去了马来西
亚打工6年。

2015 年，他带着妻子和一双儿女租住
在南阳卧龙区西华村一栋三层民宅中。由
于住处邻近南阳市一所学校，夫妻俩就办了
所托教班。眼看着，日子越过越好了……

可是，一场大火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
那晚凌晨1点多，一楼大厅的电动车短路失火，
火势迅速蔓延。睡在一层的王锋一家四口是
最早被惊醒的人，王锋带着女儿第一时间跑出

去，立刻折回头救妻儿。
“他把我们放下之后就又冲进去了。”回

忆起当时的场景，潘品依然记得很清楚。
那时，想到二楼住着的托教老师和两个

学生，王锋毫不犹豫再次冲进火海，并把他
们安全送出。托教老师到安全的地方后，王
锋说了一句：“里面还有人，我还要去救人。”
便第三次冲进火海。

当时，楼上还有房东一家四口，十几个邻
居，王锋在爆炸声中，挨门挨户敲门示警。

火势蔓延，邻居们都安全得救了。最后
出来的王锋却让所有人忍不住泪流满面：火
海里走出来的他，成了“炭人”，头发没有了，
皮肤烧焦了，赤脚流着血……

而从住处到邻近的张衡路口，五六十米的
距离，一路上都留下了他血染的脚印……

“当时他全身烧伤面积 98%，双眼烧
伤，肺部呼吸道重度烧伤……”事后，王锋的
亲友告诉记者，他们都无法相信，一向壮实
的汉子，突然就变成了这样……

用英雄的精神救助英雄
人们需要英雄，更需要王锋这样的平民

英雄，他们是民族真正的脊梁。
而真正的英雄，必将成为一股力量，以

不可阻挡的强度，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王锋住院了，他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无

数人牵挂着他、关心着他。短短六天时间，王
锋收到社会各界捐款200多万元。所有人都
在祈祷，英雄王锋一定要坚强地活下来。

在南阳 55天的抢救治疗，王锋度过了

休克期，接受了四次大手术，仍徘徊在鬼门

关。南阳市做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包机

送王锋进京治疗。7月 12 日，飞机抵达首

都，那里的医护人员做好了一切准备，一场

与死神争夺英雄的战斗又打响了。

从 7月 14日至 30日，王锋进行了四次

植皮手术，成活率接近百分之百，生命体征

趋于平稳。在手术中，医院急需志愿者捐献

头皮，妻子潘品等七位亲朋好友毫不犹豫做

了捐献。

潘品说：“我要用我的皮肤守护我的丈

夫，因为我要挽救他的生命，我说头皮要是

不够，我身上的皮也可以采，也可以用……”

与此同时，一场救助王锋的爱心接力在

全国上演：为了救治王锋，全社会形成了延

绵不断的爱心接力，无数的电话、捐款、捐物

雪片般飞来……医生说，他们是“用英雄的

精神救治英雄”。

最后一次手术后，王锋皮肤渐渐长出

嫩肉，大家松了一口气。镜头里，王锋轻轻

地挥手。谁曾想，这一瞬间竟成了王锋最

后的告别。

2016年 10月 1日，王锋的病情突然恶

化，下午 4时 34分，终因器官衰竭，在救治

了136天之后，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王锋年迈的母亲至今伤怀，因为自从儿

子烧伤，她就一直没能见上儿子一面，因为

家人担心多病的母亲难以承受。本以为能

够很快团圆，盼来的却是儿子的骨灰。
王锋年近古稀的父亲悲痛之余，咬着牙

说了这么一句：“他能拿着他的命去救别人，
我感觉我们没有白养这个孩子……”

中原好儿女砥砺写传奇
这是中国精神最高荣誉殿堂，这里站立着

的，是一个个用生命书写传奇故事的生动的人。
泱泱中华，从来不缺以精神和行动屹立

于这个世界的儿女。
2002年开始，“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

开评，从那时起，每年的感动中国人物颁奖
典礼，就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

回望 15年，共有 15个河南人（集团）获
得此荣誉。更让人瞩目的，这是继胡佩兰、
陇海大院、王宽之后，河南人连续 4年荣登

“感动中国”舞台。
又是一次颁奖典礼，让我们回望这些河

南儿女的名字：称为太行新“愚公”的村支书
张荣锁，公安局长任长霞，带着妹妹上学的
洪战辉，搏击巨浪救人的魏青刚，排爆专家
王百姓，飞行员李剑英，大孝子谢延信，消防
队员武文斌、李隆，乡村教师李灵，仁医胡佩
兰，航天员刘洋，陇海大院，卖唱救孤的王宽，
舍身救火的王锋……

在平凡处平凡，于卓越处卓越。
平凡生活里，我们需要这些英雄梦想。
更需要的，是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

书写更多属于中原、根植河南、影响全国的
动人故事……

河南，再一次感动中国
救火英雄王锋“忠义感乾坤”当选2016“感动中国人物”

一张随手拍照片近日刷爆朋友圈
两岁女儿警队门口盼父出警归来

2月8日，随着开学日临近，城区大小书店迎来了销
售热潮，一批批崭新教辅书同步上架，吸引学生和家长
前来挑选，除教辅书外，课外读本也备受学生青睐，让学
生在学好课本的同时也增长见识。

本报记者 李焱 摄

假期将尽选书忙
书香伴我上学堂

2月 8日，鸡年春节已经接
近尾声，与亲人一起其乐融融
的氛围依然浓厚，郑州交警二
大队民警董国瑞在节日值班
时顺手拍下的一张图片，引来
同事和朋友们的一致点赞，浓
浓温情让人感怀，随即刷爆朋
友圈。

这张图片的拍摄地点位于
中原路上的郑州交警二大队门
前，一名头戴红色绒线帽子、身
穿红衣红鞋的小女孩蹲在二大
队门外的人行道上，默默等待
爸爸出警归来，带着她和妈妈
一起回家过年。

记者联系到图片拍摄者董国
瑞，他是郑州交警二大队事故中
队的一名民警，照片是大年初七
晚上结束值班，走出办公室后拍
摄的，此前他已经在队里值班一
整天。

“我们值班都是一天一夜
24小时，我出警回来后看见她
在门口蹲着，当时心里酸酸得
想 掉 泪 ，就 顺 手 拍 下 这 张 照
片。”董国瑞告诉记者，图片中
的小女孩是自己两岁的女儿
一一，孩子年纪小，刚刚有了
过年的概念，爸爸却离开自己
和妈妈到单位值班，因此才哭
闹着让妈妈带她到单位门口
等他下班。

大年初三，董国瑞的妈妈
严重心衰，不得不住院治疗，平
时由老人照看的一一回到了董
国瑞的妻子身边，妻子也在老
人住院后辞职在家带孩子照顾
老人，而董国瑞则要照常接警
处理事故。

这张图片在朋友圈发出
后，引来同事和亲友们的一致
点赞，大家纷纷留言“心酸”“心
疼”“这活儿容易吗”“哪有什么
岁月静好，只是有人在替你负
重前行”……

记者 汪永森 文/图

身边感动

“爸爸，我接你下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