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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届杨凌农高会即将召开，落户于耀州区孙
塬镇的陕西药王故里艾业有限公司积极备战，推出了
具有地域特色的秦艾产品，精彩亮相杨凌农高会。
  走进位于药王故里孙塬镇的秦艾大健康产业孵
化园的生产车间，流水线上工人们正在对艾条进行打
包、装盒和塑封，为备战农高会忙碌着。作为一家专
注于艾草种植、艾产品研发与生产、大健康产业聚集
的小微型企业，其以“立足药王故里、发展秦艾产业、
服务全民健康”为宗旨，积极打造独具特色的康养旅
游产品和体验服务，在点“艾”成金的探索与创新中，
逐步实现秦艾产品向医疗领域、养生保健产业的不断
延伸。
  秦艾大健康产业孵化园经理王娟说：“为了做好

本次农高会的参展工作，我们秦艾产业准备了六大类
七十余款产品，其中包括灸材类、灸具类、日化类、家
纺类、足浴类、套装类等，同时还将借助农高会这个平
台，展示我们的研发实力和市场潜力，展示‘秦艾进万
家、健康你我他’的企业形象。”
  谈及和农高会的故事，陕西药王故里艾业有限公
司经理杨艳芳讲到，农高会是杨凌高质量发展的见
证，也是中国农业发展的缩影，它上接高新技术、下接
地气，深受国内外展商、涉农企业和农
民朋友的喜爱。
  2019年，杨艳芳带着自己的秦艾产
品首次参加第二十六届杨凌农高会，受
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并获得第二十

六届杨凌农高会后稷奖。“一到现场，我一下被农高会
人山人海的场面震撼了。各种有关农业的新技术、新
产品、新机械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真让人大开眼界。
我认真走遍了所有展区，作为一名艾草制品生产厂
家，我亲眼目睹了无数农业科技的飞速发展，我深感
企业发展的道路也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我发现了智
能化、绿色环保、高效节能等众多新型农业技术，很受
顾客欢迎，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尤其是我们的艾草
制品，其独特的功效和天然环保的属性吸引了大批参
观者的关注，也让我看到了无限商机。”杨艳芳说道。
  首次参展只有十几个品种，得益于农高会的大平
台，杨艳芳和同伴们不仅开阔了眼界、寻找到新的发
展思路，进一步加大市场推广力度，并加强了与科研
机构的合作，不断优化产品性能和质量，杨艳芳当初
的许多设想，如今一步步变为现实。“对于公司来说，
参加农高会，不仅是去卖产品，更多的是搞宣传，让更
多的人去了解公司产品，打响品牌知名度，为企业带
来更大发展。”杨艳芳表示。
  秦艾是秦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陕西艾草产业的
一张名片。如今，借助杨凌农高会的广阔平台，杨艳
芳的公司已经迈上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目前，我
们陕西药王故里艾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品有艾条、艾
贴、灸具、艾草茶、足浴包、家纺、洗护、精油等6大类70
余款产品，也已经跟国内的多家中医药堂达成了线下
供应关系。同时，我们也开通了网店，真正做到了用
真心服务群众，用科技服务市场。”杨艳芳介绍。
  “一年一届的杨凌农高会，可谓探求农业发展最
新动态、寻求合作商机、求取真‘金’的重要平台。再
次出征农高会，我们期待通过农高会，与更多的投资
者、合作伙伴建立联系。也希望通过他们的视角，帮
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提升产品质量，拓展销
售渠道。同时，我们也期待与更多的科研机构、专家
学者进行交流，共同探讨艾草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
让更多人了解来自药王故里的秦艾产品，打响我们品
牌知名度、提升影响力，带动村民就业增收，让更多的
人从艾草中获得收益。”杨艳芳说。

“农高会为我们企业发展带来更广阔的天地”
本报记者 李阳

  九月处于夏秋之交，是一年之中气温由升温向
降温的转折期，昼夜温差逐渐变大，恰值各中小学校
相继开学，学校作为特殊场所人群集中，各种呼吸
道、肠道传染疾病易发，要做好新冠病毒感染、食源
性疾病的防控，严防学校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发生。

新冠病毒感染预防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已平稳进入“乙类乙
管”新阶段，建议始终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1）建议在没有接种禁忌症的情况下，符合条件
者尽早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现阶段疫苗接种的目标
人群为：①未感染且未完成既定免疫程序的人群。
包括3-17岁未感染且尚未完成基础免疫的人群，18
岁以上未感染且尚未完成第一剂次加强免疫的人
群，以及18岁以上未感染且尚未完成第二剂次加强
免疫接种的人群；②已感染且未完成基础免疫的
人群。
  （2）做好日常防护，应科学佩戴口罩，注意卫生
习惯，勤洗手，注意咳嗽礼仪，少聚集，居家和工作场
所定时开窗通风，做好居室日常卫生。
  （3）加强个人健康管理。日常要密切留意家人
和自己的健康状况，如有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
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不适症状时，避免带病上

学或上班，视情况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诊就诊；就
医途中全程佩戴口罩，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4）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建议非必要不外出，避
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外
出全程佩戴口罩。感染者居家期间减少与同住人员
近距离接触，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必要时及时就诊。

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预防

  为有效落实学校、托幼机构传染病预防措施，严
防学校传染病暴发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建议做好以下工作：
  （1）学校应按规定严格落实晨午检、因病缺课缺
勤登记、病因追踪、病愈返校和卫生消毒等制度，密
切留意学生健康状况，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
着重防范呼吸道及肠道传染病聚集性病例和暴发
疫情。
  （2）开展健康教育活动，结合各类传染病疫情特
点，有针对性地适时对学生、教职工和家长开展健康
知识宣传，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和生活习
惯，提高学生的防病意识。针对有疫苗预防的传染
病如流感、流腮、水痘、出血热等，应按国家接种要求
程序自愿接种疫苗。
  （3）学校应注意饮水安全，在开学前对供水饮水
设施进行卫生检查，对水质进行采样送检，经正规机

构检测合格方可饮用。
  （4）学校应注意食品安全，在开学前对食堂等关
键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不留安全隐患。

食源性疾病预防

  天气炎热，食物容易腐败变质，加之苍蝇、蟑螂
等蚊虫增多，各种食源性疾病暴也频繁发生，需要注
意外出聚餐、游玩增多可能导致的食物中毒风险。
  （1）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饭前便后、接触
脏东西后、加工制作食品前要洗手，定期对餐具进行
消毒。
  （2）食堂和家庭采购食品要严格把好质量关，切
不可为贪便宜而购买变质的禽、蛋、肉和水产品。
  （3）注意厨房和饮食卫生，做饭做菜时砧板做到
生熟分开；不吃未彻底煮熟的食物，不喝不干净的生
水。外出就餐时，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卫生条件好
的饭店或餐厅。
  （4）注意防虫、
防鼠，加强对粪便、
垃圾和污水的卫生
管理。
  （5）一旦发现肠
道传染病症状者，
应及时到医院就诊。

  健康提示：

九月这些疾病需注意预防

铜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日前，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收到患者家属送来的锦旗。据悉，88岁的患者阎某入
院后，医务人员为其制订了详细的诊疗计划，期间医护人员像哄孩子一样劝导老人配合治疗，所
有这些耐心的关怀照护和精心治疗，家属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患者出院后，家属专程送来锦旗
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 李阳摄

精心治疗暖人心 家属致谢送锦旗

  “从2003年至今，几乎每年
都会献血，每次200-300ml，我觉
得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宜君县
人民医院内二科护士杨海艳说，
生活中她也经常会给朋友介绍
一些无偿献血的科普知识，打消
大家的疑虑，建议大家在身体健
康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献血。
  近日，杨海艳收到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中
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
颁授的“2020-2021年度全国无
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杨海艳记得，2003年的一个
下午，那是她上大学第一次参加
学校组织的无偿献血活动。当
看见献血车抵达校园，现场等待
献血的师生已经排起了长长的
队伍，献血的师生在医护人员的
指引下，挽起衣袖，有序进行登
记、体检、化验、献血。就这样便
开始了她人生第一次无偿献血。
  有了第一次献血经历，杨海
艳开始一次次地突破自己，从
200ml到400ml、从毕业到现在参
加工作，已累计献血达26次，截
至 2 0 2 3 年 6 月 已 经 献 血 达
9750ml。二十多年来她一路用
热血鼓舞、带动了很多身边同
事、朋友、亲戚加入无偿献血的
队伍中来。
  “想到自己献血能挽救别人
的生命，自豪感便油然而生。”多
年来，献血已成为杨海艳生活的
一部分。
  “很开心获得了这份
荣誉，这也是对我热爱献
血事业的肯定。作为一名
医务工作者，我有责任加
入这个队伍。只要条件允
许，我会继续坚持无偿献
血。”杨海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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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9日，在市儿童福利院，一群医护人员围着一个3岁
多的小男孩，时而抚摸着小男孩的头，时而相互拥抱着，小男
孩兴奋地跑着、跳着，不停地叫着“爸爸、妈妈”，这感人的一
幕让人潸然泪下。
  时间回到三年前。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一个弃婴被民警
发现后送到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住院治疗，当时患儿出生
体重1445g，胎龄29周，生命垂危。经过新生儿科18个“爸爸、
妈妈”90多天的精心治疗、护理，体重增加为4500g出院，出院
后患儿前往新家——— 市儿童福利院。因当时正值鼠年，医护
人员亲切地称呼他为“小米奇”。离别时，爸爸、妈妈依依不
舍，祝愿小米奇在新家健健康康、茁壮成长。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小米奇长得怎么样？个子高了吗？
身体胖了吗？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每一个爸爸、妈妈时
刻牵挂着小米奇的成长，不定期去看望他。这不，市妇幼保
健院新生儿科的医护人员再次来看望他们共同的“儿子”小
米奇。小米奇得知今天爸爸、妈妈们要来，在市福利院阿姨
的带领下早早在大门口迎接。医护人员一到跟前，小米奇立
刻走向前，张开双臂拥抱他的“爸爸、妈妈”，一时间，院子里
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妈妈，我最近又长高了。”“爸爸，告诉你
一个好消息，我晚上睡觉不再感觉害怕了。”小米奇向爸爸、
妈妈们不停地说着，一脸兴奋。
  接下来，市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小米奇的学
习、生活及健康状况，随后带领大家实地参观了孩子们的生
活区、学习区、活动区及模拟家庭区等。参观完后，市妇幼保
健院的医护人员对米奇及这里的其他小朋友进行了全面的
健康体检，生长发育评估，并给予了科学的健康指导。
  活动就要结束了，医
护人员和小米奇依依不舍
地告别，“小米奇再见，爸
爸、妈妈以后还会经常来
看你，市妇幼保健院新生
儿 科 就 是 你 永 远 的
家……”

用心浇灌 用爱呵护
———“小米奇”和他两个家的故事

本报记者 李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