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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战“疫”
平凡先锋

张齐：
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民警

本报通讯员 黄大荣

在这次农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有这样一个群
体始终站在基层防疫防控最前沿，与医务人员、社区
工作者、乡镇干部一道共同筑牢了乡镇防疫安全线，
他们就是广大公安民警。在酉阳县也有一位基层民
警——板溪镇派出所所长张齐，自疫情发生后就一直
坚守在板溪镇疫情防控一线。

民警的职责是冲锋在前

“据我了解，在板溪镇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几乎处
处都能见到你的身影，你不觉得累吗？”面对笔者的提
问，张齐的回答很坦然：“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吧。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民警，在防疫急难险重面前
必须冲锋在前，这既是我们基层民警的职责，也是每
一个党员干部基本政治觉悟。”

从1月22日以来，板溪镇派出所按照县公安局
和板溪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张齐率领全所民
警、辅警立即与镇、村干部一道投身到疫情排查、防
控工作中。

1月27日，张齐趁当日没有会议，带领一名辅警
到自己联系的山羊村与村支部书记陈永志一起，深入
到每一个组开展自鄂返酉人员的排查工作。

从板溪镇设立集中隔离观察点那天起，当晚

11 点左右就从铜鼓镇送来了 30 多名密切接触者。
由于当初一些群众对新冠肺炎疫情认识不够，对
集中隔离观察有抵触情绪，一部分人员送到隔离
点后非常激动，陈某某还摘掉口罩，声称要回
去。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几乎没人敢靠近，张
齐主动给陈某某等人做解释和安抚工作，对其相
关人员进行劝说和相关法律宣传，稳定了陈某某
等人的情绪。

做好密切接触者管控工作

“在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有什么让你特别揪心的
事吗？”笔者问。

“让人特别揪心的是口罩问题。开始几天我们基
本上是‘裸奔’，大家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和安全意识还
没有跟上，一周多时间重复使用上级配发的2个口
罩。现在想来，还有点可怕。”张齐说。

在对扎营村1组密切接触者肖某香进行核查管控
中，口罩缺乏的问题很让他揪心。因为，肖某香本人
及家人都没有口罩，肖某香又是从鄂回乡过程中与确
诊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如果她真的被感染了，那么她
全家13人也有被感染的风险。为此张齐非常着急，毕
竟关系到一家人的生命健康问题。

第三天，板溪镇党委、政府终于想办法送来了一
批口罩，按人头给派出所分发了8个，张齐没有多想，
把8个口罩全部送给了肖某香全家。

“我们做疫情防控工作，既要讲党性，又要讲
良心，必须时刻为群众的生命健康着想。”张齐对
笔者说。

把责任化为工作的动力

目前，虽然疫情等级降低了，但防疫的责任和标
准不能降低。

从春节开始到现在张齐没有好好休息一天。板
溪镇派出所距离县城有10多公里的路程，除了偶尔回
家换换衣服，张齐仍然坚持每天都要来所里，既要处
理好派出所日常工作，又要一刻不放松地继续抓好防
疫工作。

“坚守，是一名基层民警应尽的职责。何况疫情
防控工作特殊，作为派出所有大量的警务工作要处
理，尤其是疫情方面遇到的事，必须第一时间处理好，
否则造成不良后果影响就大了。”张齐说。

在防疫防控期间，家属及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必不
可。张齐告诉笔者，那段时间，家务事全是妻子承担，
欠他们太多了，对家人的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记者：什么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杨晓春：临床上，视网膜脱离可以分成很多种。

根据视网膜脱离的原因不同，其治疗的方法也不同。
大部分视网膜脱离需要进行手术治疗，而部分只需要
药物治疗即可。需要手术治疗的为孔源性视网膜脱
离。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常见形成原因为外伤、高度近
视等，与日常的用眼习惯没有直接关联。人的眼球中
后部有三层膜，由外向内分别是巩膜、脉络膜和视网
膜，它们就像夹心饼干一样贴合在一起。视信息在视
网膜上形成视觉神经冲动，沿视神经将视信息传递到
视中枢形成视觉，就可以在我们的脑海中建立起清晰
的图像。一旦有裂孔之后，视觉冲动传导中断，导致
图像信息的不完整或全部缺失。这种现象我们广义
上称之为视网膜脱离，也就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记者：视网膜玻璃体切割手术后要注意什么？
杨晓春：视网膜十分薄，因此对手术医生的能力

要求很高，稍有不慎就容易造成患者视力的损伤。患
者在手术成功后也不可以掉以轻心，恢复不当还有
可能会造成视网膜再次脱落。因此，手术要注意四
点：一是术后初期需要多卧床静养，尽量使头部呈
向下趴卧式，避免震荡，以免影响手术的效果。二
是术后必须注意眼部卫生。洗脸时不要将水溅入眼
睛。切勿自行将绷带解开或揉擦动过手术的眼睛，
避免眼外伤。一个星期内眼部不可化妆，以免引起
术眼感染发炎。三是在康复期间，除了按时使用医
嘱药物，还要进食营养丰富、易消化的食物以防便
秘，酒、刺激性及坚硬的食物不宜进食。四是视力未
清晰前不可驾驶汽车。

记者：如何养成健康用眼习惯？
杨晓春：不良用眼习惯不仅指在昏暗环境下看书

写字，多数是一些习以为常的习惯更容易导致视力损
害、诱发眼病。例如，连续读写时间过长，用眼距离过
近，屏幕光影闪烁、忽明忽暗再加上与室内光线反差
太大等因素都会促使近视和眼病的发生。因此，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注意用眼卫生。

一是端正读写姿势。青少年养成健康用眼方式
可有效避免对视力的损害，正确预防姿势可参照我国
对于预防近视提出的“三个一”：眼睛与书本距离一
尺、身体与桌子距离一拳、握笔的手指指尖到笔尖距
离一寸。

二是减少用手揉眼，适当滴眼药水。当眼睛发痒
时，很多人会习惯性地用手去揉眼睛，但其实手上会
带有很多细菌，如果不洗手就去揉眼睛很容易将细菌
带进眼睛里，引发眼部感染发炎。我们可以尝试备一
只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在身边，眼睛干涩、发痒的时
候滴眼药水缓解不适症状。

三是避免视频终端综合征。随着现代人生活方
式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需要应用电
脑。对于长期（每天大于6小时）使用视频终端者，半
数以上的人或多或少地会出现一些视频终端综合征
的表现，例如很容易引发视疲劳。如果视疲劳得不到
有效缓解，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近视或引起近视加深。
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进入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
域，因此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做到早期防范极为重
要，连续使用电子产品1小时后休息5~10分钟可以减
少眼部疲劳。

刘道荣，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年近八
十，是演奏永城吹打的刘家乐班第十八代传人。
他说，前些年农村人开始外出打工，乐班一度后继
乏人。对此，綦江区通过政府购买文化服务等多
种方式扶持永城吹打，并支持刘道荣于2011年成
立永城吹打学校。如今，綦江区拥有成规模的吹
打乐班400多支，从业人员达到2000余人，成熟曲
目近千首。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认识视网膜脱离 养成健康用眼习惯
本报记者 邓熙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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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万州区眼科专委会主任委员。从事眼
科临床工作30余年，对眼科各种疑难病症
诊断有丰富的经验，率先在万州地区开展
儿童斜视、弱视系统治疗，激光泪道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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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和行业等层面，对人脸识别的具体应用
制定详细、严格的法律规范和伦理规约，以确保人脸
识别技术在全生命周期中得到安全和负责任的运
用。更要以此有效促使相关人脸数据的采集、保留
和应用等过程的公开透明、合法合规。——段伟文

（段伟文，中国社科院科学技术和社会研究中
心主任。）

当前，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还面
临不少“堵点”“难点”“痛点”，如科研成果评估难、收
益落实难、专业化服务机构缺乏等。这些都需要有
关部门精准施策，研究出台针对性、操作性更强的政
策，同时支持鼓励地方、基层探索创新。只有这样，
科技成果的转化之路才会更通畅。 ——冯华

（冯华，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