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入增加占调查居民的46%

工作稳定 16%

子女教育 14%
医疗保障 13.5%

食品价格上涨 6%

水电煤气等日常开支上升 1.5%

商品房价格上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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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川新闻

冠心病、心力衰竭、急性心肌梗死、肺栓
塞等心血管疾病，对健康危害极大。郑州大
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心内科主任、44 岁的
张守彦，在这些病种的治疗上颇有建树。

从医近20年，他对心血管常见病和急
危重症的诊治经验十分丰富，能熟练开展冠
状动脉造影、冠脉内置支架植入术、急性心
肌梗死急诊支架植入术等介入诊疗技术。

1995 年，从山东医科大学心血管专业
毕业后，张守彦到焦作矿务局中央医院心内
科工作。1999年，作为人才引进，他被调到
郑州大学附属洛阳中心医院心内科工作。
2009年，他被任命为科主任。

“心血管疾病起病快、发病急、病情重，
风险大且容易引起猝死，这不仅要求所有的
抢救工作要快、稳、准，还要有一个强有力的
团队进行分工，全力以赴去抢救。”张守彦
说。2005年，心内科以急诊科为平台，依托
多个学科的技术优势，开启了24小时“生命
绿色通道”。

“急性心肌梗死是由于心脏血管血栓堵
塞，引起心肌急性缺血坏死，因此必须尽快
将血管打开，让血液畅通。此类患者在发病
后2个小时内治疗效果最佳，除去就诊路上
耽误的时间，我们为患者设定的最佳治疗时
间是入院后90分钟内。”为确保绿色通道畅
通无阻，张守彦和团队全天24小时轮流待
命，无论何时都能立刻赶到患者身边。

2011年10月的一个晚上，张守彦刚下
班到家就接到电话：“主任，急诊科收治了一
名50多岁的男性患者，疑似急性心肌梗死，
请您马上到急诊科会诊。”张守彦一边往医
院赶，一边通知介入科人员到岗。20分钟
后，患者被送到介入科的心脏导管室，各种

医疗设备已经备好。经造影检查确诊患者
为急性心肌梗死，张守彦为其进行了冠心病
介入手术……45分钟后，患者转危为安。

2010年4月，“中国红十字会胡大一爱
心工程先心病救助仪式”在该院启动，由心
内科负责开展相关工作。张守彦带领工作
人员，利用1年时间，先后到栾川、嵩县、洛
宁、新安等地进行先心病的相关宣传和筛查
义诊，还对一些特殊困难群体实行费用减
免。

截至目前，心内科的爱心救助工程已惠
及 1000 余名患儿，减免费用共计 30 多万
元。

作为医院心内科的“主帅”，在科室管理
上，他将“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注重
对年轻医生的培养。此外，他还十分注重提
高基层心血管急症诊疗水平。2011年，他
先后到县（区）、乡村、社区等地为基层医生
进行多次义务培训。2012年，他带队分别
到孟津、偃师、伊川和汝阳进行了“心”希望

“心”起点学术巡讲。
多年来，张守彦先后在国际刊物上发表

被科学文献索引的论文5篇，在国内核心期
刊上发表论文 20 余篇，曾获评 2011 年度

“河南省青年科技领军人物”，今年还荣获了
“洛阳市五一劳动奖章”。

本报记者 王晓丹 通讯员 路书斋 文/图

张守彦：用责任填补“心”的缺憾

消费者对股市的信心如何？答案是逐
步回升。未来半年，消费者最关心啥？收入
增加、工作稳定和子女教育问题。

日前，市统计局发布了《第三季度洛阳
市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
今年第三季度，洛阳居民对当前及未来半年
的经济发展走势信心增强，消费者信心总指
数处于乐观区间。

消费者信心保持乐观
调查人员介绍，今年第一季度以来，受

国际、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影响，我市居民消
费信心有所回落。进入第三季度后，我市总
体经济有所好转，消费者信心回升。

调查结果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我市居
民信心总指数为103.7，处于偏乐观区间，较
上年同期增加0.2个百分点。

其中，反映当前状况的即期经济总体
状况信心指数为 121，较上年同期增加 2.8
个百分点；反映未来 6 个月的预期经济总
体状况信心指数为 123，较上年同期增加
6.5 个百分点。表明消费者对我市当前经
济发展较有信心，对未来半年经济走势信
心增强。

看好未来就业形势
今年第三季度，我市居民消费者的即期

就业信心指数为103.3，较上年同期增加2.3
个百分点；预期就业信心指数为108.5，较上
年同期增加7.2个百分点。

调查显示，31%的居民消费者感觉目前
社会就业形势好或较好，较上年同期增加
10.7个百分点，34%的消费者感觉未来半年
社会就业前景好或较好，较上年同期增加
14.4个百分点。

今年第三季度，消费者对股市的信心指
数走出低谷，有所回升。调查显示，我市居
民消费者即期股市走势信心指数为83.5，较
上年同期增加4.7个百分点，预期股市走势
信心指数为93.5，较上年同期增加5.7个百

分点。

家庭储蓄观念增强
今年第三季度，我市居民消费者收入即

期信心指数为114.8，较上年同期增加0.7个
百分点。

我市居民消费者的家庭储蓄观念有所
增强。我市居民消费者即期家庭储蓄信心
指数为 101.5，较上年同期增加 2.7 个百分
点，预期家庭储蓄信心指数为99.5，较上年
同期增加0.8个百分点。

家庭投资理财观念日益深入消费者心
中。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消费者拥有包括储
蓄、基金、保险等各种家庭投资理财产品，没
有家庭投资理财产品的消费者仅占 0.5%。
未来半年，有29.2%的消费者表示会增加银
行储蓄进行家庭投资理财，较上年同期增加
0.2个百分点；4.5%的消费者表示会增加各
类保险投资，较上年同期增加1.8个百分点；
1.5%的消费者表示会增加基金投资，较上年
同期增加1.2个百分点。

本报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褚春阳

最关心的问题：收入增加、工作稳定和子女教育

《第三季度洛阳市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报告》显示——

消费信心回升 理财观念增强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反映消费者信心
强弱的指标，是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
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
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
主观感受，是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
的一个先行指标，是监测经济周期变化

不可缺少的依据。
该指数取值为 0 至 200，指数为 0 至

99时，表示偏向悲观（消极）；指数为100
表示处于中立水平；指数为101至200，表
示偏向乐观（积极）。

（戚帅华）

消费者信心指数

持续干旱 供水困难

■现场 栾川县城水源之一的石笼沟水
库，往年碧波荡漾的景象不复存在，整个水库
几乎完全干涸，只剩下出水口以下的一小片
水潭。

■解读 据气象资料显示，栾川2012年
降雨量仅为500毫米，比近30年平均值（854
毫米）减少41%；今年降雨持续偏少，出现春、
夏、秋连旱。截至9月底，全县累计有效降雨
量 367.6 毫米，仅为年均降雨量的 43%。全
县水库蓄水量为30%左右。全县有20万人
因旱吃水受影响，占总人口的59%，其中发生
临时性生活用水困难人口 2.1 万。县城区 4
个供水水源地，地表径流水几乎断流，3个水
库干涸。最严重时期，仅有九鼎沟水库靠每
日 7000 立方米的径流水供应县城用水，远
不能满足县城区 2.8 万立方米/日的用水需
求，城区大部分地区只有一楼有自来水，供水
形势异常严峻。

调水送水 保障民生

■现场 17日上午，城西一个居民区，栾
川县自来水公司女职工王晓随送水车正在为
群众送水。

车旁放着一件棉衣和数个大小不一的塑
料瓶子。王晓说，每辆送水车配一个司机、两
个接水服务员，早上不到6点半就开始送水，
晚上送到10点以后，栾川的秋天昼夜温差很
大，棉衣是早晚的必备品。准备这些塑料瓶
子是因为有些群众接水的容器口径很小，瓶
子剪了底部倒过来就变成一个个漏斗，既方

便群众接水，又避免浪费。
在被问及群众取水是否限量时，王晓说：

“不限。一般都是没人来接水了，我们才开往
下一个接水点。”

■解读 为保障城区群众生活用水，栾川
县先后采取科学调配水压、分时段和区域供
水等一系列保水措施，并及时划分城区需供
水片区，设立居民接水点，利用送水车免费送
水。目前，县城共有居民接水点 113 个，10
余辆送水车、40余名工作人员定时、定点为
居民送水。主要接水点都悬挂了提示牌，标
明送水辖区负责人、送水司机、随车负责人、
接水点负责人的联系方式，方便群众取水。
送水线路和服务电话也通过新闻媒体发布，
供群众查询。

协同调度 众志成城

■现场 18日上午，栾川县财政局，临街
的门口悬挂着“财政局应急便民供水点”的标
志牌，院内并排摆放着6个储水容器，不时有
群众前来接水。

该局副局长郭爱卿介绍，局里有口深水
井。得知群众用水难的情况后，局里连夜派
人购置了6个储水桶，每个可以装一吨水，6

个桶的储水量相当于一台小的送水车了。同
时，局里安排了十几名青年志愿者，随时保证
储水桶有水并服务群众接水。另外，该局还担
负起隔壁妇幼保健院和卫生局的用水需求。

■解读 旱情发生后，栾川县立即启动应
急供水预案，成立应急供水领导小组和办公
室，协调各职能单位抗旱保民生。县住建局

（自来水公司）负责城区供水的调度、供水设
施建设和应急送水工作；县水利局负责城区
自备井淘洗启用、新水源勘察建设和取水点
河道治理工作；县卫生局负责各项水质监测
和信息发布、城区消毒防疫、医院供水保障等
工作；县市政局负责城区所有公厕的冲洗和
卫生保障工作等。

27家单位协同配合，城区所有单位积极
参与。目前，栾川城区有供水条件的机关单
位都设立了便民取水点，对公众开放了公厕，
并在街道旁放上指示牌，安排专人清理、服
务。此举缓解了供水压力，得到了群众好评。

广辟水源 缓解旱情

■现场 17 日下午，栾川县城西南后坪
村，一口渗水井正在加紧施工，井周边钢筋已
捆扎完毕，配套管网已安装350米。

施工人员介绍，该工程竣工后每天可向
县城供水4500立方米，可保障城区三楼以下
居民用水。

■解读 为解决城区居民用水难问题，
栾川县积极寻找可利用的安全水源，多方勘
察后确定在栾川乡后坪村伊河段修建渗水
井，在赤土店九鼎沟河建拦河坝铺设引水
管。目前，九鼎沟河引水工程已竣工，每日
出水量达 4000 立方米，已经使城区大部分
地区二楼有水可用，部分地区水已能上到四
楼。后坪村伊河渗水井预计 10 月 21 日竣
工，建成后每日出水量可达4500立方米。加
上零星水源供水，县城区日供水量可达 1.6
万立方米。

此外，该县采取淘用旧井、新打水井等方
式充分挖掘、利用地下水开展抗旱自救；有条
件的乡镇充分发挥水窖的作用，尽可能储水
备用；同时发动群众找水源、找山泉，建临时
截水工程，最大限度缓解用水压力。

互帮互助 情暖全城

■现场 18 日下午，栾川县城老北街的
一处民宅旁，一个简易的便民接水点前正有
零星群众前来接水，水来自旁边巷子里的一
座民居。

接水点对面一家快递公司职工介绍，前
来接水的都是附近的居民和商户。这是一个
居民自发设立的便民接水点，主人叫魏献，已
经60多岁了。魏献家里有一口老水井，城区
缺水严重时，他决定从自家水井引水到马路
旁，并挂上“免费取水”的牌子，电源则由取水
点旁边的另一户居民免费提供。

■解读 大旱之时，居民用水形势严峻，
城区不少有水井的居民、商户自发设立了爱
心接水点，帮扶周边邻里和商户，以解燃眉之
急。

有送水车的机关单位和企业纷纷提供车
辆和人力交供水应急办公室统一调度使用。

街头巷尾，由党员干部、青年志愿者、工
会等群体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及时帮助老弱病
残户，送水上门。

一份份浓浓的温情在城区传递，让人倍
感温暖。

形势严峻 不容懈怠

■现场 18 日下午，栾川县城区供水应
急办公室主任李小明介绍，从近期的抗旱工
作会议上获悉，旱情将进一步加剧，未来一段
时间的抗旱保民生任务依然艰巨。

■解读 在全县的共同努力下，目前群众
用水基本得到保障，社会大局稳定。但是尽
管采取了很多措施，城区四楼以上居民和地
势较高处居民的生活用水仍需车辆送水，十
分不便。同时，如果旱情短期内得不到根本
缓解，地表水将完全干涸，地下水将持续减少，
目前群众基本有水可用的局面将难以保障。

眼下已是秋冬季节，本就容易缺水干
旱。县里水源地一般是夏季汛期储水，以补
给秋冬季用水。为应对旱情，栾川县第四水
源建设工程加快进度，在今年7月提前竣工以
便储水过冬，但由于持续干旱，水库闭闸后未
能有效储水。最近我市的一次降雨，栾川县
降雨量最少，仅为2毫米，如近期无有效降雨，
农村供水形势将更加严峻，群众生活用水更
加困难，粮食、经济作物收成势必受到影响。

目前，该县正继续多方勘探，寻找水源。
从北部乡镇往城区引水的计划正在论证，但
该长线引水工程资金和技术需求大，实施起
来有很多困难，且北部乡镇水源亦不十分丰
富。就近的引水工程难以根本解决问题，也
面临资金、技术难题。

随着旱情的持续，护林防火、消防、卫生
防疫等工作也面临严峻挑战。

本报特约记者 李艳

栾川未来一段时间旱情将进一步加剧，抗旱保民生任务依然艰巨

齐心协力斗旱魔 多措并举保民生

持续严重干旱使栾川城乡供水
形势异常严峻，全县上下众志成城
应对旱灾。目前，群众生活用水有
保障，城区民心安定。

随着旱情进一步加剧，栾川未
来一段时间内的抗旱保民生工作依
然面临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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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水进社区 侯豫炯 摄

便民接水点 侯豫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