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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秋收后，在城乡常常看见
一些从事爆米花的老人，他们拉着一个葫芦一样的
转炉，走街串巷，将玉米或大米变成香甜的爆米
花，他们是那时最受小朋友欢迎的魔术师。近日，
记者采访了宁陵县城关回族镇南关村从事爆米花加
工的个体户王贵华。

刚见到王贵华的时候，他正坐在小板凳上看着
不停转动着的转炉，身前的几样老装备格外显眼
——黑乎乎的转炉，圆形把手上面一个压力表，一
个巨大的编织袋，一罐天然气。65岁的王贵华从袋
子里舀出一小盒玉米倒进转炉的“肚子”里。装好
后，右手持一根直径约1公分的铁棍插入转炉上端的
细孔中，左手持一根粗铁棒别在转炉阀门处，将阀
门拧紧，以防漏气泄压。王贵华顺势将转炉横在火
炉上后，打开天然气阀门、点着火炉后，呼呼的火
焰就冒了出来，摁下连接电瓶的开关，黑转炉自动

旋转。过了大概5分钟，王贵华看了看压力表，站起身来喊
道：“放炮喽，赶快捂上耳朵。”路人们随之往后退了两
步，不少在场的孩子或退得老远，或躲在大人身后好奇地
张望，大家都在等着看那“开炮”的一瞬间。

只见王贵华熟练地从火炉上取下转炉，踩在脚下固
定，右手持摇把，左手持钢棍别住阀门，阀口对着编织
袋，“嘣”的一声巨响，随之升起了一阵白烟，崩开的爆米
花从炉子中喷射出来，落在袋子里，还有少许爆米花飞溅
而出，散落在地上，一股诱人的香味儿瞬间弥漫开来。

王贵华每天清晨都会骑着他的三轮车，拉着制作爆米
花的工具，和老伴一起来到府前街菜市场出租屋，支起自
己的小摊位。

1993年，由于城市发展，王贵华家的责任田被政府征
收，家庭没有了收入来源，他不得不想办法赚钱养家。而
当年 100多元钱的工具费，对于他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费
用。不顾家人的反对，倔强的王贵华认准了这个行当就要
干。于是他东拼西凑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了 70元钱，加上
自己的 30多元家当，买到了这台“宝贝”，做起了爆米花
生意。

据王贵华介绍“上世纪 90年代，这种老式爆米花机非
常时兴。那时候，一干就是一整天，当时加工一炉爆米花
两毛钱，来加工爆米花的人都排成长队。而我也只有在吃
饭的时候才能稍作休息。我挑着这些行头走街串巷，养活
一家人完全不成问题。现在加工一炉爆米花5元钱，生意好
的时候一天能干三四十锅，累得腰酸背痛。”有付出就有回
报。王贵华还是个有心人，他为城乡顾客提供制作酱豆的
秘方，来爆黄豆的群众排队等候。

薄利多销，如今王贵华 42岁的儿子王志也买了一部爆
米花机，自己租房子加工爆米花，月收入三四千元。

街头爆米花
乡村手艺人的坚守

本报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高云光

我省农村贫困人口收到医疗“大礼包”
为进一步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大病患

者医疗保障水平，切实减轻患者医疗费
用负担，省卫计委、省人社厅、省民政
厅、省扶贫办等四部门近日联合下发
《河南省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通
过实施更加精准化的医疗救治，有效遏
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实施方案》规定，本次救治对象
为全省“健康扶贫管理数据库”里建档
立卡的农村贫困人口，以及经民政部门
核实核准的农村特困人员和低保对象中
患有 9种重大疾病的患者。这 9种重大
疾病分别是：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儿童
先心病房间隔缺损、儿童先心病室间隔
缺损、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终
末期肾病。有条件的地方，可结合实际
扩大专项救治的人群及病种范围。

截至目前，我省已确诊患有上述 9
种大病的农村贫困患者 7580人将要接
受集中救治，根据要求，到 2018年第
三季度前完成集中救治任务。

为精准实施医疗救治，《实施方
案》要求各定点救治医疗机构要优化医
疗服务流程，开通就医绿色通道，设置
相对固定的病区（病房），必要时设置

大病救治“扶贫专用病房”或“惠民病房”
进行集中收治。

目前，9种重大疾病涉及30个左右
的临床路径。《实施方案》明确，要按
照相关病种临床路径管理要求，开展单
病种质量控制，优先选择基本医保目录

内安全有效、经济适宜的诊疗技术和药
品、耗材，严格控制医疗费用。同时，
各地要组建重大疾病临床诊疗专家组，
并建立疑难、重症病例会诊、远程会
诊、转诊、巡诊机制，对定点救治医
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确保患者

能够就近、便捷地享受到优质医疗服
务。

在医保支付方面，《实施方案》要
求，按照“先医保、后救助”“先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再大病补充保险，最
后商业保险”的原则，对9种重大疾病
实行限价（限额）管理，医疗费用由医
保基金、大病保险资金、大病补充保险
资金、医疗救助和患者共同支付，超过
限价标准的医疗费用原则上由定点救治
医疗机构承担。《实施方案》 同时明
确，罹患 9 种重大疾病的农村贫困人
口，可享受城乡居民重特大疾病医疗保
障，且不设起付线，其中县级、市级、
省级定点医疗机构的支付比例分别为
80%、70%、65%。贫困患者在享受重
特大疾病医疗保障补偿后，按照大病保
险、大病补充保险等有关规定享受相应
补偿待遇。

为优化医疗费用结算服务模式，
《实施方案》要求，原则上对贫困患者
在县域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实行“先诊疗
后付费”服务模式，即入院时不需缴纳
住院押金，直接住院治疗，由定点医疗
机构与医保、医疗救助经办管理机构之
间进行结算，减轻患者垫资压力。

（据《河南日报》）

本报讯（记者 祁博）本周我省降水不少，但
是我市降水却不多，天气会比较炎热。从周四开
始到周末，我市或将出现干热风天气，农业部门
要做好应对准备。

具体预报如下：星期二，阴天到多云，
14℃ —24℃；星期三，晴天间多云， 16℃ —
28℃；星期四，晴天间多云，18℃—32℃；星期
五，晴天到多云，18℃—33℃；星期六，多云间
晴天， 19℃ —33℃ ；星期日，晴天间多云，
19℃—34℃。

市气象台关于生产生活的建议：我市小麦处
于灌浆后期，将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需及时关
注天气，浇好麦黄水，防范大风给小麦生长带来
的不利影响，同时及早做好小麦收获的人力物力
准备，保证小麦丰产丰收；25日—28日易出现干
热风天气，需提前采取措施积极进行防御；备好
玉米优良品种和农药，保证及时播种，争取一播
全苗，为秋粮丰收打好基础。建议相关部门和市
民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
流天气对交通和人身安全的影响。

气温日渐升高，蚊虫也逐
渐多了起来，因虫咬出现的皮
炎患者也随之增加，其中又以
小患者为多。河南省中医院皮
肤科副主任医师周国秀提醒，
一旦发生虫咬性皮炎，不要用
手搔抓患处，以免引起继发性
感染。此外，发现有小虫落在
裸露的皮肤上，应将其掸落，
不要用手拍打，以免引起急性
炎症反应。

“别用花露水或清凉油、风
油精涂抹患处，症状较轻的可
用皮炎平、绿药膏、无极膏、

止痒水、依匹斯汀片等。”周国秀
说，症状明显者可在医生指导
下加服一些抗组织胺药物，如
氯雷他定、扑尔敏、酮替芬等。

周国秀说，还可根据症状
轻重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中医辨
证治疗（7岁以下儿童减半）：

1.皮损以小出血点、丘
疹、疱疹、风团及肿胀为主，
同时伴有全身症状，治宜清热
解毒，方用蒲公英、紫花地
丁、野菊花各 15克，金银花 10
克、防风 15克、徐长卿 15克、
蛇霉 10 克，以上药头煎加水

400毫升，煎取 100毫升，二煎
加水 150 毫升，煎取 50 毫升，
将两次所得药液混合，日 1 剂
分2次口服。

2.如出现头晕眼花、四肢
乏力或颈项发硬等表现，治宜
清热解毒、祛风解痉，方用葛
根 15 克、麻黄 5 克、桂枝 6
克、芍药6克、炙甘草6克、生
姜 9 克、防风 10 克、生黄芪 6
克、二花 15克、大枣 3枚，将
以上药头煎加水 400 毫升，煎
取 100 毫升，二煎加水 200 毫
升，煎取 50毫升，将两次所得
药液混合，日 1剂分 2次服用，
伴有烦闷呕吐者，用安宫牛黄
丸口服，每日一次，每次1克。

（林辉 戴秀娟）

气温升高，提防虫咬性皮炎

本周将出现干热风天气

5月22日，市民在街头冒着高温“全副武装”骑行（拼图）。连日来，我市气温持续爬升，最高气
温在32℃以上，在高温天气中，市民纷纷使出各种高招，遮阳防晒。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5月22日，在南京路与凯旋路交叉口，技术人员在对“电
子眼”进行升级与维护。近日，我市交警部门对市区道路各交
叉口的“电子警察”系统进行统一升级与维护，以加大对城区
道路交通管理力度，确保市民交通安全。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为了进一步宣传防癌抗癌知识，近日，市抗癌乐园在金世
纪广场举行了抗癌健身操比赛活动。此次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提
高了患者的操练质量，进而达到健身抗癌的目的，使患者以积
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病魔、战胜病魔。

本报记者 邢栋 摄

维护“电子眼” 加强交通管理

练习健身操 增强抗癌信心

5月22日，交通运输部对外发布《关
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指
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简称《指导意
见》），进行为期两周的公开征求意见。

《指导意见》要求运营企业加强线上线下
服务能力建设，合理配备线下服务团队，
加强车辆调度、停放和维护管理。要求实
行用户实名制注册、使用，禁止向未满12
岁的儿童提供服务，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
伤害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等，并要求推广运
用电子围栏等技术。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俗称共享单车，自
从投放市场以来，受到各地市民的普遍欢
迎。在一些城市大街小巷，共享单车成为
一道道流动的风景线。而共享单车之所以
会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一是便利市民短
途出行，方便换乘公共交通，另外就是骑
单车出行还能锻炼身体。而在当前不少城
市时有污染天气出现情形下，共享单车作
为一种绿色环保出行方式，显然应当如交
通运输部《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
出的鼓励发展。

不过，在越来越多的人骑行共享单车
情形下，也出现了一些不文明的现象，主
要表现在一些骑行者肆意损坏共享单车，
导致不少共享单车损坏严重，不少共享单
车“缺胳膊少腿”。另外还有一些人骑行
共享单车之后乱停乱放，影响与妨碍公共
交通。而所以会出现这些不文明现象，说
到底是因为在未实行用户实名制注册、使
用情形下，损坏共享单车与乱停乱放行为
找不到责任人，于是一些人不惮于实施损
坏共享单车与乱停乱放行为。

如果如《关于鼓励和规范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提出的，共享单车实行用户实名制注册、
使用，同时加强信用管理，对企业和用户
不文明行为和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建立守信激励和失
信惩戒机制，一旦出现损坏共享单车与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
为，也就能够找到实施责任人，并令其以后使用共享单车受
阻，乃至令其在其他方面受到影响与惩罚，则有利于培育市民
爱护共享单车的意识，减少乃至杜绝损坏共享单车与乱停乱放
行为发生。

而市民培育爱护共享单车意识，减少乃至杜绝损坏共享单
车与乱停乱放行为发生，不单有利于共享单车获得更好更大的
发展，使其在更大程度上便利民众生活，而且有利于提高市民
爱护公共财物的意识，提高市民素质与道德水平，进而在各个
领域内发挥积极的作用。从以上意义来说，共享单车实行用户
实名制注册、使用，值得期待、值得推行，应当成为共享单车
的基本管理制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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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健康扶贫管理数据库”里建档立卡的农村贫困人口，以及经民政部门核实核准的农村特困人员和低保对象中
患有9种重大疾病的患者将获专项医疗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