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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决定，石家庄中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130123MA07UKT81L；核准日期：

2016 年 11 月 1 日；法定代表人：任利霞）,

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0 万元人民

币减至 5100 万元人民币，自公告之日起

四十五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袁欣然

联系电话：85809518

联系地址：正定县定福大厦 1606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中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 日

▲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副 本 丢 失 ，许 可 证 编 号 ：

JY31308050000772，声明作废。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2016 届口腔医

学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张建邦毕业证

书丢失，编号：127851201606001865，声明

作废。

▲河北大学工商学院 2018 届广告学

专业毕业生武润滋就业协议书丢失，编

号：1813362，声明作废。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2017 级

动漫设计一班学生焦瀚豫学生证丢失，学

号：31722120125，声明作废。

▲田向荣警官证丢失，警号：036639，

特此声明。

▲马敏不慎将自主择业证丢失，编

号：06200175，特此声明。

▲云 艳 思 教 师 资 格 证 丢 失 ，编 号 ：

20131300072006642，声明作废。

▲石 家 庄 人 民 医 学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2018 级口腔医学专业学生李琦学生证丢

失，学号：2018020102100034，声明作废。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2018 级

计算机网络技术六班学生张佳杰学生证

丢失，学号：51614145164，声明作废。

▲石 家 庄 人 民 医 学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2016 级护理 2 班学生岳珊学生证丢失，学

号：201509015500294，声明作废。

▲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6 级护

理 2 班 学 生 王 雪 飞 学 生 证 丢 失 ，学 号 ：

201609015500524，声明作废。

▲秦皇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民

警戴秀锦警官证丢失，警号：093376，特此

声明。

▲河北恒盖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丽真不慎

将建筑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

证书丢失，编号：冀建安 B（2017）0031719，发证

日期：2017年12月4日，声明作废。

▲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民警冯少有

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95754，特此声明。

▲河北工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2020

届集成电路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王铮就业协

议书丢失，编号：2001787，声明作废。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5 届临床医

学专业三年制专科毕业生牛茜茜毕业证书丢

失，编号：128841201506000529，声明作废。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2018 级移动

应用开发一班学生郭焘学生证丢失，学号：

31821500111，声明作废。

▲白国栋人民警察证丢失，警号：077972，

特此声明。

▲白 国 栋 居 民 身 份 证 丢 失 ，身 份 证 号 ：

130926198206112816，特此声明。

□记者 崔丛丛

今年 12 月 2 日是第 8 个全国交通安
全日。从省公安厅交管局获悉，今年 1 至
10 月，全省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3592
起，死亡 1561 人，受伤 3306 人，直接经济
损失近 3000万元。

虽然事故总量、死亡人数持续下降，
但交通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造成这
些交通事故，甚至是重大交通事故的原
因究竟有哪些？据了解，驾驶车辆操作不
规范妨碍安全的行为、未按规定让行、无
证驾驶、酒后驾驶（含醉驾）、逆行、超速
行驶是引发我省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
因。上述主要违法行为共引发事故起数、
死亡人数分别占总数的 68.1%、70.8%。

驾车不规范最易引发事故

11 月 22 日，保定市主城区对驾驶时
拨打接听手持电话以及驾车时有其他妨
碍安全行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如驾驶时
玩手机、吸烟、吃东西等）进行抓拍。截至
当天 17 时 40 分，共有 296 个驾驶人被
抓拍。

“接听手持电话、抽烟、吃东西这些
驾驶车辆操作不规范行为很容易分散驾
驶人注意力，引发交通事故。”省交管局
有关负责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这些
驾驶车辆操作不规范不仅是驾驶陋习，
还是交通违法行为，严重威胁自己和他
人的出行安全。

省交管局 2019 年前三季度道路交
通事故数据分析也印证了这一点。统计
显示，按事故起数排列，驾驶车辆操作不
规范妨碍安全的行为占比最大，发生事
故起数占总数的 29.4%。

超速行驶致人死亡率最高

驾驶车辆操作不规范妨碍交通安全
行为最易引发交通事故。而从单起事故
死亡率来看，超速行驶致人死亡率最高。

今年 4 月 18 日，姚某驾驶小型轿车
沿张家口 241 省道由南向北行驶至 67 多
公里处，车辆驶入逆行线与刘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造
成刘某和一名乘客当场死亡，姚某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其他四
名乘客受伤。

“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姚某超速行驶，而且驶入逆行
线。”省交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车速快，制动距离大，制
动非安全期变长。此外，驾驶员视野会随着行驶速度增快变
窄，视力减弱，大大降低驾驶员反应能力。而且在高速行驶下，
撞击力造成的破坏更大，引发的交通事故多为恶性事故。

十次事故九次快。速度越快，发生事故的死亡率就越高。
从省交管局通报的今年 10 起造成 3 人（含）以上较大交通事故
情况来看，这些事故的发生多与超速行驶、逆向行驶、酒驾醉
驾有关，且每一起事故都是一项或多项交通违法引发的。

酒后驾驶呈上升趋势

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10 月，全省共查处酒驾醉驾违法 10.3
万起，其中醉驾 16398 起，同比上升 68%，已超过去年全年查
处总数。

“酒后驾驶（含醉驾）同比数据上升，与我省不断加大对酒
驾的查处力度有关。”省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各地查
处酒驾已经常态化，在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交警更是以高
压态势整治酒驾等违法行为。

“但酒驾醉驾频发，主要原因还是驾驶人交通规则意识淡
薄，存有侥幸心理。”这位负责人表示，很多人明知道喝酒后不
可以开车，但总认为偷偷开车不会被查到或者被查的概率非
常小。

“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对广大驾驶人安全出行
的基本要求。省交管局呼吁全体交通参与者，提升交通安全意
识，遵守交通规则，主动排查身边的交通隐患，共同营造全社
会共同关注交通安全、携手创建文明交通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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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交通违法行为容易引发事故

本报讯（记者张淑会）今年
12 月 1 日，是第 32 个世界艾滋
病日。当天上午，省、石家庄市
卫生健康委在河北师范大学举
行了“社区动员同防艾 健康
中国我行动——2019 年世界艾
滋病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
场，省、石家庄市疾控中心和 12
所医疗机构设置了咨询台，向
大学生和前来参加的市民宣
传、讲解艾滋病预防、检测和治
疗相关问题。

“随着防控工作的不断深
入，我省艾滋病疫情上升幅度
放缓，且基本上控制了经血液
传播和母婴传播。”省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江建明介绍，目前，性
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2019
年新报告的 2139 例病例中，经
性传播比例高达 97.6%，其中男
男性接触占今年报告病例的
64%。

有统计显示，近年来，青年
学生（15—24 岁）报告感染者人
数呈增长趋势，其中大部分为
男男性传播。

“青少年时期是生理和心
理发生变化巨大的一个时期，
也是身体发育的第二个高峰
期。”江建明说，正是由于这些
生理和心理特点，决定了青年
学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会尝
试接受各种想法、观念和行为，
其中也包括一些与艾滋病感染

和传播相关的不良行为，如不
安全性行为和吸毒等，极易导
致艾滋病病毒的侵袭。

在活动现场，记者采访发
现，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艾滋病
是一种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死
亡率高的慢性传染病，对它的
传播途径和危害等也有一定了
解。但是，自觉防控和自我防护
意识仍亟须加强。

“当前，艾滋病传播主要与
人类的社会行为密切相关。”专
家介绍，艾滋病是无法治愈的，
也没有疫苗可以预防，唯一有
效的办法就是通过改变人们的
行为控制其传播蔓延。

“青年学生是迎战艾滋病
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对此，江
建明建议，要强化艾滋病性病
危害性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树
立正确的性道德观，关键要树
立正确的爱情观、贞操观和婚
育观，切忌因为猎奇、刺激、他
人诱惑或从众心理而使自己陷
入巨大风险之中。同时，要掌握
科学的性知识，保证安全的性
行为，丰富课余生活，增强自制
力，提高自我防护意识，最大限
度地减少危险行为的伤害。

专家还提醒大家，尽管艾
滋病尚不能治愈，但尽早检测
知晓感染状况并规范服用抗病
毒治疗药物，可以延长生命，提
高生活质量。

性传播成为我省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针对

青年学生报告感染者人数呈增长趋势——

青年学生应警惕不安全性行为

□记者 张淑会

来自省红十字会的数据显示：2014
年，我省注册器官捐献志愿者为 300 多
人，其中成功捐献 9 例。而截至今年 11
月底，注册志愿者已增至 2.6 万余人，成
功捐献增至 204 例，挽救了数百人的健
康与生命。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自愿加入到
器官捐献者队伍？当前器官捐献中又
存在哪些困难？日前，记者就此采访了
省红十字会、省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等有
关单位负责人和器官捐献者家属。

从排斥拒绝到逐渐关注，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器官
捐献

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一位重
症患者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但脑死亡
已成事实，其家属决定帮他实现生前心
愿——捐献器官。

11 月 8 日，这名患者去世后，在中国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河北医大三院人
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副主任任贵军
以及石家庄市红十字会协调员联合见
证下，医院获取专家对其实施了器官获
取手术。

这是今年我省第 57 例器官捐献。
据介绍，协调员是从事器官捐献协调、
见证、服务的工作人员，参与整个捐献
过程，对器官捐献工作的顺利推进起着
重要作用。

从发现潜在捐献者，到与患者家属
沟通交流、讲解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
规，确认器官捐献家属的意愿，见证器
官获取与分配等环节，虽然每个环节做
起来都非常艰辛，但任贵军仍充满信
心，倍感欣慰：“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并接受器官捐献理念。”

据介绍，2013 年 6 月 1 日，我省被中
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批准，正式开
展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刚开始，患者及其家属特别避讳
谈这个事，几乎不能‘碰’。”任贵军对自
己 2015 年刚开始做协调员的经历记忆
犹新。他说，与患者家属沟通交流时，
他常常被白眼、被辱骂。最尴尬的一
次，自己差点儿被赶出病房。

然而，近两年来，他明显感受到了
一些细微的变化。“现在听到器官捐献，
很多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强烈排斥了，有
时还能静下来听听我们的宣传讲解。”
任贵军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
对不幸离世的器官捐献者来说，他们的
生命可以换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延续。

“人们对器官捐献态度的转变，原
因是多方面的。”省红十字会业务部部
长牛志强介绍，近几年，国家及地方政
府都高度重视器官捐献工作，出台了一
系列法规制度和配套政策，大大推动了
器官捐献事业依法规范开展。

据了解，从 2013 年至今，我省相继
成立了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建立
了全省统一的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设立
了人体器官捐献基金，制定了《河北省
人体器官捐献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和

《河北省红十字系统人体器官捐献专职
协调员操作规程》，健全了专职协调员
和信息员队伍。

“目前，我省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体
系已初步建立。”牛志强说，以前，公民
即使有器官捐献意愿，也不知道该怎么
捐、去哪儿登记。现在，这些问题基本
得到了解决。

在任贵军看来，人们观念的转变，一
定程度上得益于全社会良好的宣传动员
氛围。现在，不少公共场所张贴或播放
着器官捐献相关宣传资料，加之相关部
门经常开展各种纪念活动等，大大提升
了器官捐献的社会知晓度和支持度。

据 河 北 医 大 三 院 OPO 办 公 室 统
计，从 2013 年至今年 11 月，在该院成功
捐献器官的捐献者就达 169人。

“以前一年也没几个捐献者，而现
在一个月多时达到七八例，少时也有三
五例。”11 月 7 日，在河北医大三院人体
器官获取组织办公室，任贵军边整理捐
献者的资料，边告诉记者，这些人中有
工人、农民，也有军人、医生、教师、公务
员等，他们或默默无闻，或事业有成，但
都在生命的终点选择了捐献器官。

供需比高达 1∶30，破解
器官短缺困境仍任重道远

捐献器官，让生命在爱和奉献中延

续，虽已成为许多人的主动选择，但要
让更多人加入到这项人间大爱的接续
传递中，依然任重道远。

有数字显示，我国每年等待器官移
植的患者超过 30 万人，但只有 1 万多人
能够幸运地等到供体，供需比高达 1∶
30，器官严重短缺。

任贵军非常清楚“等待新生”的队
伍有多长。“作为我省唯一一家肝移植
定点医院，河北医大三院每年有大量肝
病患者在等待肝移植。”任贵军说，目
前，在全省范围内，河北医大三院的人
体器官捐献协调数量最多，达全省总量
80%以上，但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
差距。

而在我省肾移植定点医院河北医
科大学第二医院，每年也有上百名肾病
患者在等待合适的移植肾源。据介绍，
肝病与肾病不同，肾病患者可以通过透
析等维持生命，但肝病病情往往发展迅
速，如果不能及时等到合适的肝源，患
者往往在等待中走向死亡。

“器官捐献缺口大，最大的障碍是
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牛志强介绍，在我
国，讲究“入土为安”“身体发肤，受之父
母”等，以致很多人对器官捐献和遗体
捐献带有偏见。

“登记捐献后，是不是必须捐献？”
“捐献的器官是怎么分配的，会不会被
卖掉？”⋯⋯相比于传统观念，公众对器
官捐献相关知识、捐献程序和法规制度

等的知晓率比较低，认知度和信任度也
有待进一步提高。

“登记捐献与实际捐献是两个不同
的概念，登记捐献表达的是个人意愿，
体现的是对捐献事业的参与和支持。”
针对人们关心的问题，牛志强表示，器
官捐献有一套严格完整的流程，遵循自
愿、无偿捐献原则。

据了解，要实现真正捐献，必须同
时满足以下条件：必须是公民逝世后才
可以进行人体器官捐献；公民生前表示
死后愿意捐献其器官，或者生前未表示
不同意捐献其器官，公民死亡后其配
偶、成年子女、父母以书面形式共同表
示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器官捐献必须
在人体器官协调员的见证下进行；经医
学评估，器官可以供移植使用。

至于捐献的器官如何分配，国家也
有明确规定。据介绍，2013 年 9 月，中国
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在全
国范围内强制使用。该系统以患者医
疗紧急程度和器官匹配程度等医学标
准作为器官分配的唯一准则，执行无人
为干预的供受者匹配、器官分配过程，
保证公平、公正、公开地分配器官。

为让逝者安息，让善行传承，我省
红十字系统还建立了一批遗体器官捐
献者纪念园，每年清明节前组织缅怀
纪念活动，在征得其家属同意后，还会
将 捐 献 者 信 息 铭 刻 在 器 官 捐 献 纪 念
碑上。

从2014年300人9例到今年2.6万余人204例，我省器官
捐献注册志愿者和成功捐献数量增长迅速——

器官捐献，让生命“接力”前行

□记者 马 利

11 月 17 日晚，石家庄市 13 岁女孩
小美（化名）在家里留下了仅有 3 行字的
遗书，随后吞下 96 粒晕车药和 16 粒头
孢。据了解，今年 9 月初，小美升入初一
后，开始不爱说话，总是闷闷不乐，经常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开学两周之后，她
曾提出想从重点班转到普通班，父亲没
有同意。随后，小美状态越来越差，今年
10 月，经医生诊断，她患上了重度抑郁
症。经过十多天的抢救，目前小美仍没
有脱离生命危险。

悲剧的发生，再次引发社会对青少
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

青少年心理疾病患者逐年增多

据省第六人民医院（河北省精神卫
生中心）统计，从 2014 年 11 月到今年 10
月底的近 5 年，每年门诊接待的未成年
人人次分别为 613 人、828 人、886 人、
1573人、4626人。

该院儿少精神科主任张旭静介绍，
近年来，她接待的 18 岁以下患心理疾病
的孩子逐年增多，目前科里有 50 名孩子

住院，都是重度患者，最小的抑郁症患
者是一个 11岁小女孩。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
中心临床心理科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临
床心理门诊患者中，18 岁以下青少年患
者约占四分之三，前来就诊的患者中，
有心理问题的儿童青少年人数呈明显
增长趋势，且低龄化问题严重。

“经常有学生向我抱怨睡觉失眠、
活着没意思。”省会一名中学心理教师
坦言，很多学生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
可这往往是他们的“保护色”。和这些学
生深聊，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强颜欢笑”

“心事重重”。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频繁受

到心理问题的困扰？
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张惠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小学到初
中，学习科目增多，学习环境变化，这种

“转轨”，容易引发学生不适应。
石家庄市第二十五中学校长赵敏

战认为，家庭和学校对青少年的评价理
念落后，是导致青少年产生心理问题的
主要因素。当下，不管是家庭还是学校，
大家关注最多的是孩子的智力因素，看

重的是孩子的学业成绩，往往忽略了对
孩子健全人格、意志品质等非智力因素
的培养。

“青少年在思想上的不成熟和情感
上的脆弱，使得他们在与家长、老师、同
学和异性朋友的交往中，以及应对繁重
的学习任务时，极易产生孤独、无助乃
至绝望的情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科主任李幼
东表示，如果在学习中得不到正向反
馈，学习会使学生不断积累抑郁、焦虑
等消极情绪，最终反映到具体行动上，
就是厌学，甚至是逃学。

心病还需心药医

“假如我初中退学，以后还有出路
吗？”

“现在大学生都不好找工作，你初
中都不上完，能有什么出路！”

小美和父亲的这两句对话，让小美
父亲追悔莫及，“当时小美应该是在向
我求助，应该让她休学。”小美父亲已经
看出当时孩子不想去上学，但是怕她落
下课程，耽误学习，还是建议她回到学
校。“家长自己认为对孩子好，不一定真

的对他们好。”
对此，赵敏战表示，在对孩子进行

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应将心理健康教
育引入家庭教育，面向家长举办心理健
康教育讲座，对家长进行较为系统的心
理学知识培训，同时还应广泛开展亲子
活动，引导家长主动加强与孩子的心灵
沟通。

心理问题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家长要重视孩子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
问题，多与孩子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

“家长对孩子日常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支
持，是治疗青少年心病的一剂良药。”李
幼东特别提醒，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一
定要帮助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理性、阳
光的生活态度，这就相当于为孩子脆弱
的内心建立了一个“保护装置”。

赵敏战提醒家长，青少年如有心情
不好、不高兴的现象，家长应认真对待。

“这时家长应该耐心倾听、答疑解惑，切
忌乱猜测、乱指责。”通过合理的沟通方
式，设身处地地解答孩子的疑惑，可以及
早消除不良情绪。相反，糟糕的言语交流
只会激化矛盾，让孩子的情绪跌入低谷，
让情绪问题转化为心理疾病。

13 岁花季女孩患抑郁症自杀引发社会关注，专家提醒——

家长，当好治疗孩子心病的“第一医生”

一名志愿者捐献器官后，医务人员向捐献者默哀。 省红十字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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