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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从市卫生局获悉，自今日起至
11月10日，我市在全市开展医疗卫生和
公共卫生专项监督检查，涵盖医疗废物、
依法执业、医学美容、生活饮用水、餐饮
具集中消毒等多个方面，对发现的违法
行为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查处。

医疗卫生检查重点和患
者息息相关

【重点一】医疗废物
患者用过的棉签、纱布，医生丢弃的

一次性注射器是如何“善后”的？卫生部
门将对医疗机构的医疗废物处置工作进
行监督检查，包括医疗废物管理制度和
应急方案的落实，工作人员的职业卫生
安全防护和培训，医疗废物分类、收集、
暂时贮存、集中处置情况以及不具备集
中处置条件的机构自行处置医疗废物等
情况。

同时，市卫生部门还要掌握各辖区
内医疗废物处置形式和集中处置单位分

布情况。
【重点二】诊疗过程
患者在进行放射线检查时，是否穿

戴和使用防护用品？此类场所有没有设
置警示标志？患者接受血液透析的医疗
机构有无职业资质？这些受到市民关注
的问题，全部纳入诊疗过程专项检查范
围，包括放射诊疗、血液透析、口腔诊疗、
内窥镜等，并且对具体内容加以细化。

细化到什么程度？市卫生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比如血液透析，不仅要检查医
疗机构有无执业资质，血液透析室是否设
立隔离透析间和隔离透析器，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处置和复用透析器的使用、清洗
消毒、登记存放等方面，透析用水、透析
液、透析机和空气环境消毒与监测情况，
消毒剂进货查验制度的落实情况、消毒剂
证照是否齐全也在检查之列。

【重点三】医学美容
近年来，由医学美容引发的纠纷不

断出现。为规范我市医学美容行业行

为，医疗机构是否具有开展医疗美容资
质等内容也纳入了专项检查范围。主要
包括：医疗机构是否在核准的范围内开
展医疗美容服务，开展医疗美容的医师
是否具有相应的执业类别、执业范围和
专业临床工作经历，护理人员是否具有
护士执业证书和护理工作经验。

卫生部门还将通过多种途径收集违
法医疗广告线索，重点监督检查其有无
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发布的医疗广告是
否与核准的广告成品样件内容相符等。
除此之外，医疗机构是否按照核准登记
的诊疗范围开展诊疗活动，是否使用非
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也
在专项监督检查之列。

生活饮用水和餐饮具集
中消毒也是检查重点

公共卫生专项监督检查内容主要包
括生活饮用水和餐饮具集中消毒两个方
面。生活饮用水方面，重点监督检查日

供水千吨以上集中式供水水厂的水质消
毒情况、农村寄宿制学校自建设施供水
水源卫生防护和居民住宅区二次供水储
水设备卫生管理情况。

餐饮具集中消毒方面，重点监督检查
持有工商营业执照的餐饮具集中消毒单
位的生产工艺流程、使用的消毒产品和消
毒后的餐饮具检验报告是否符合要求。
严厉打击无工商营业执照的餐饮具集中
消毒单位的违法行为，同时通报当地工
商行政部门并向社会公示。

该负责人介绍，该局将派督导组对
各县（市）区工作进行督导抽查。其中，
医疗卫生监督抽查范围包括各县（市）区
的县级医院、中医院及2个乡镇卫生院、
3个村卫生室和个体诊所，公共卫生监督
抽查范围为1至2个水厂、3个自建设施
供水水源、5个二次供水单位和所有餐饮
具集中消毒单位。

本报记者 李岚 实习生 张甜梅 通
讯员 路璐

孙 伟 亮 在 南 京 当 过 3 年 兵。
1992 年退伍后，他埋头从一名普通
的建筑工人做起，历经21年的磨炼，
完成了从“一张白纸”到“一肚墨水”
的转变，也实现了从普通工人到专
业技术人员的完美蜕变。

“有人说，同行是冤家，我反
对。因为这一路走来，同行更像是
良师益友。”孙伟亮说。

1994 年，他到外地一家大公司
干起了筑炉工，一段时间后逐渐明
白会砌砖不等于懂得施工。于是，
孙伟亮主动找到一位技术员虚心求
教，用十几天的时间学会了看图的
基本知识。由于吃、住均需倒贴钱，
1 个多月下来孙伟亮一分钱也没赚
到。面对老婆的不解，他笑言：“赚
的‘钱’都装在脑袋里，几年后你就
懂了。”

像这样“不务正业”拜师学艺的
事，孙伟亮干过多次。2001 年，他
到山西运城某集团一待就是8个月，
不为挣钱只为学艺，最后带回了80
多页学习笔记……多年的实践经验

积累加上勤学好问，孙伟亮的技术
水平不断提高。

2005年，孙伟亮带领自己的筑
炉队在浙江嘉兴砌筑了我国第一
条太阳能玻璃生产线；2006 年，他
率队在安徽砌筑了亚洲第一条一
窑四线玻璃生产线……这些年来，
由他一手带出的不少“兵”从普通
工人进入了管理层，而30多名一直
跟随他的工人也由同事变为“家
人”。

孙伟亮坦言，他希望团队里的
每个人都能成为“老板”，“如果他们
用精湛的专业技术让更多人受益，

也是我的骄傲”。
■人物心声：每一个行业的从

业者都面临技术更新的挑战，对我
来说，每接一个新的工程，就是一
个新的起点，自己会认真走好每一
步。

■记者感言：他自信、敢闯、坚持
自我，也谦虚、务实、勤奋好学……从
普通工人到理论与实践“两手硬”的
专业技术性人才，孙伟亮走了 21
年。我们相信，这位敢想敢干的退
伍军人会在自主创业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

本报记者 付璇 文/图

孙伟亮：创业，就要敢想敢干

军魂力量

■人物简介
姓名：孙伟亮
职业：丰李昌盛建筑安装筑炉

队经理
最幸福的事儿：娶了个好老

婆，孩子健康可爱
最遗憾的事儿：自己一手培养

出的专业技术骨干“流动性”太大

医疗废物咋处理？餐饮消毒可规范？
今起，我市开展医疗和公共卫生专项监督检查

近日，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因违
法、不规范停车上下客引发的交通事故，
每天都有发生，有的车主和乘客在事发
后不得不为事故“买单”，可谓“赔了夫人
又折兵”。

■案例一：停车区域
今年3月19日，张某驾驶车辆在九

都路某商务楼后停车，乘客开门时遇关
某驾驶的车辆经过，事故随即发生，造成
两车不同程度受损。

最终，张某因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第四项规定，承担
事故全部责任。后经民警调解，张某赔
偿关某车损等费用5000多元，同时承担
关某的停车、施救、拆检等费用，并自行
承担个人车损等。

■案例二：道路停车
今年7月11 日，王某将其驾驶的车

辆停放在行署路某段北侧，乘客未某下
车开车门时，遇市民李某骑电动车经过，
随后发生的事故造成李某受伤。

最终，王某因违反条例第六十三条
第五项规定，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未某因
违反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三项规定，承担
事故次要责任，李某不承担责任。

后经调解，王某除凭票据支付李某
相应医疗费外，一次性赔偿李某后期医
疗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等近3000
元，同时承担李某的停车、施救费，未某
赔偿李某医疗等各项费用 350 元。王、
未二人自行承担各自损失。

■交警：有违法行为在先的一方承
担事故主要责任

“因违法停车和不文明停车上下客引
发的交通事故平均每天能接到一起。”市
交警支队事故处理三中队中队长方红袁

说，在道路上未停放在车位内的停车行为
都属于违法行为，更不用说上下客了。

“有违法行为在先的一方承担事故主
要责任。”车站派出所交巡防大队副大队
长訾单洛说，这是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时
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也为违法停车和不
文明停车的车主和乘客敲响了警钟。

訾单洛建议车主停车时尽量选择正
规车位或停车场合法、规范停放，临时停
车上下客时，车主和乘客应“左顾右盼”确
认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同时采取打开车辆
应急双闪灯等方式，提醒周围车辆、行人
注意。本报记者 马毓鋆 通讯员 潘华武

●临时停车应遵守哪些规定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
三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
当遵守下列规定：

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
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
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
段，不得停车；

交叉路口、铁路道口、急弯路、宽度
不足4米的窄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
离上述地点50米以内的路段，不得停车；

公共汽车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
栓或者消防队（站）门前以及距离上述地
点30米以内的路段，除使用上述设施的
以外，不得停车；

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
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路边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右侧，机动
车驾驶人不得离车，上下人员或者装卸
物品后，立即驶离；

城市公共汽车不得在站点以外的路
段停车上下乘客。

停车上下客，“左顾右盼”保安全

天气炎热，市民家的电器也跟着“上火”。近日，瀍河
回族区一市民家中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的空调发生自燃。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市民和销售人员不知电器存有安全
使用年限。

“超龄”家电出现安全问题难获赔

“超龄”家电出现安全问题，厂商是否该担责？
西工区某家电维修部工作人员黄昊表示，就像食品

有保质期一样，家电产品也有相应的“保质期”。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出台的《家用电器安全使用

年限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对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电
的使用年限进行了明确规定。《细则》规定，空调器的安全
使用年限为8至10年，而李先生家的空调器已经使用了
11年，属“超期服役”。此外，厂家应对其生产的家电标
明安全使用期限，该期限从消费者购买之日算起。在安
全使用年限内，消费者正常使用家电产品时发生安全事
故，厂商应担责。

市工商局12315中心工作人员李二帅说，他们曾接
到消费者家中“超龄”家电造成安全问题的投诉，但这种
情况下，消费者很难获得厂商的赔偿。

市民不知家电也有“保质期”

“市民要特别留意家电的安全使用年限。”黄昊说，超
过安全使用年限的电器一些部件会老化、锈蚀，易造成漏
电、自燃甚至爆炸。

然而，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市民不知“安全使用年
限”。在老城区某社区，申女士家中的空调已经使用了
15年，冰箱用了17年。“电器没坏就能用，坏了修好还能
接着用。”申女士说。记者了解到，与申女士想法相同的
市民不在少数，除了搬新家，多数市民很少更换家电。

在中州中路附近某家电卖场，商家散发的宣传单上
也未注明不同类别家电的安全使用年限。多数销售人员
要么对安全使用年限避而不谈，要么坦言自己也不了解。

黄昊认为，厂商有责任告知消费者电器的安全使用
年限，消费者也应多留意相关知识，及时处理“超龄”家
电，减少安全隐患。本报记者 郭秩铭 实习生 潘其恒

“超龄”家电存隐患
发生意外难获赔

《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限细则》对电视、冰箱、
空调等家电的使用年限进行了明确规定，具体如
下：彩色电视机8至10年，电热水器8年，电冰箱12
至 16 年，电饭煲 10 年，空调器 8 至 10 年，洗衣机 8
年，吹风机 4 年，个人电脑 6 年，微波炉 10 年，电风
扇10年，吸尘器8年，电熨斗9年，电热毯8年，电动
剃须刀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