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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处于身心发育期，
容易出现各种困扰，同时可塑性也
强，如果家长或学校及时发现并进行
干预，效果就会比较理想。然而，不
仅家长通常难以及时察觉青少年的
异样，一些学校也面临专职心理教师
短缺、心理辅导难开展等问题。

“对于心理教师的配备，国家有
相关要求，但在基层落实如何要打个
问号。”邢台市一位心理教研员说，因
为与升学无关，心理健康教育在一些
学校仍处于很边缘的位置，心理健康
教育课程被挤占的现象时有发生，很
多学校的专职心理教师还要做行政

工作，甚至沦为打杂的。
而心理咨询室作为一个

对学生健康成长十分必要的
存在，却在一些学校长期处于
门庭冷落的状态。这位心理
教研员表示：“学校不重视，家
长不接受，一些孩子因为病耻
感，即便希望得到帮助，最终
也因害怕被贴标签而不愿求
助，导致咨询室形同虚设。”

“这种冷落也暴露出心理
老师在专业上的短板。”如今
已上大学的抑郁症患者孙英
强（化名）介绍，他在寻求心理
帮助时，发现心理教师更偏重
于猎奇，不停追问作为大男生
为何如此脆弱，既没有关爱、

抚慰，又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法。
由于心理工作是隐形的、保密

的，心理教师在职位和职称晋升中也
不占优势，部分心理教师的工作积极
性并不高，对学生的心理帮扶质量难
以保证。

河北省一所高校的心理教师观
察到，目前学校使用的心理健康教科
书五花八门，有的版本十分陈旧，一
些早已被学界推翻的概念仍然在用，

“这无疑会影响心理健康教育的实际
效果。”

近几年的省两会上，不断有代表
委员建议加强对学生心理健康的重
视，建议在学校层面，将专职心理教
师配备到位，做到专职专用。同时，
学校和医院加强对接，在青少年出现
严重心理疾患需要转诊和专业治疗
时，能在第一时间进行科学干预。

“越来越多的人来关心这些问题
了。”张欣还提到心理健康问题孩子
的复课问题：很多学校都要求医院开
具证明，保证复学后能够在学校平安
顺利地完成学业。

“这反映出学校对这些孩子的不
接纳。”张欣希望有关部门加大宣传
力度，多方位、多渠道传播心理健康
知识，提升民众心理健康素养，营造
关注心理健康、消除歧视的社会氛
围，让家长和学生大胆接受干预、治
疗，让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

筑牢青少年心理健康防线
河北日报记者 马 利

日前，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对今年 1
至8月全省城市道路交通事故进行了分析
梳理。数据显示，全省城市道路共发生交
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上
升 12.98%、1.63%，其中未按规定让行是城
市交通事故的头号“杀手”，电动自行车驾
乘人员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害最大，酒驾、
有多年驾龄驾驶人事故数明显上升。

超 6 成交通事故由未按规
定让行等6类违法行为引发

今年 4 月在石家庄市，一辆小型轿车
沿南二环东延路向北左转弯时，碰撞到沿
南二环东延路行驶的一辆电动三轮车，造
成电动三轮车上一人受伤，一人经抢救无
效死亡。

今年 6 月在唐山市，一辆小型普通客
车沿建设路由北向南行驶至长宁道口南
200 米人行横道时，与由西向东通过人行
横道的行人发生碰撞，造成该行人死亡。

交管部门分析认定，这两起事故的发
生都因未按规定让行。因此酿成的死亡
悲剧，驾驶人要负事故全部责任。

根据发布的数据，从道路交通事故特

点分析，未按规定让行、违反交通信号、醉
酒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无证驾驶、超速
行驶 6 类违法行为导致交通事故起数、死
亡人数占事故总数的 21%、23.42%。其中，
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最多，事故起
数、死亡人数占事故总数的9.04%、10.1%。

“‘文明礼让、守法行车’是交通出行
中的重要规则。”省公安厅交管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应牢记交
替通行、拐弯让直行、礼让行人等行为准
则，同时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共
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受伤害最大

电动自行车因轻便、灵活、经济，成为
城市道路交通中主要出行方式。但是很
多骑车人无视交通规则引发交通事故，其
中因不戴头盔而导致的伤亡屡见不鲜。

数据显示，从伤亡人员交通方式上
看，1 至 8 月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步行人
员、摩托车驾乘人员死亡最多，分别占总
数的 30.68%、19.56%、11.46%。其中，驾乘
电动自行车人员死亡与去年同期相比上
升15.71%。

“造成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死亡最大
的因素是颅脑损伤。”省公安厅交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大
大减少事故中的伤亡几率。

今年 3 月，秦皇岛某小区内一辆机动
车与电动自行车相撞，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头部重砸在地，当场昏迷。与之对应，今
年 5 月在沧州市渤海新区，一辆电动自行
车因逆向行驶，与一辆小轿车发生严重碰
撞，骑车人被撞飞 5 米。幸亏事故中骑车
人的头盔牢牢戴在头上，除腿部轻微擦伤
外身体其他部位没有大碍。

“从这两起交通事故中不难看出正确
佩戴安全头盔的重要性。”省公安厅交管
局相关负责人提醒，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在
行驶中应遵守交通规则，守法出行，同时
时刻正确佩戴头盔，减少事故伤害。

侥幸、大意心理易引发交通事故

行车安全无小事。拥有多年驾驶经
验的“老司机”是否事故发生几率较小？
答案并不乐观。

根据发布的数据，6 至 10 年驾龄的驾
驶人共发生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占总数的

32.29%、31.7%；11 至 15 年驾龄的驾驶人，
共 发 生 事 故 起 数 、死 亡 人 数 占 总 数 的
20.38%、18.44%；3 年以下驾龄的驾驶人，
则 占 发 生 事 故 起 数 、死 亡 人 数 总 数 的
13.47%、9.73%。进一步分析显示，6 至 10
年、11 至 15 年驾龄的驾驶人事故数呈上
升 态 势 ，与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分 别 上 升
10.93%、12.23%。

车祸猛于虎，谨慎驾驶更安全。交管
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行车中应时刻绷紧

“安全”这根弦，切忌麻痹大意。
此外，酒驾、无证驾驶等引发的交通

事故在今年有所上升，同样不容忽视。
数据显示，1 至 8 月酒后驾驶导致事

故起数同比上升 24.8%；醉酒驾驶导致
事故起数同比上升 29.27%；无证驾驶导
致事故起数同比上升 24.24%；违反交通
信号导致事故起数同比上升 10.98%。

“侥幸心理要不得，按照交通法规安
全行车、严禁酒后驾车应成为社会共识。”
省公安厅交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交管部
门将进一步强化警力部署，加强重点时
段、路段的查控，同时严管严惩醉酒驾驶，
切实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我省城市道路交通事故1至8月大数据分析出炉

未按规定让行成城市交通事故头号“杀手”
河北日报记者 霍相博 通讯员 于世强

河 北 日 报 讯（记 者 高 珊）
“您好，电动自行车禁止在高层
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或者充
电。”近日，石家庄市一名市民因
多次将电动自行车推到高层民
用建筑公共区域内停放，且拒不
改正，收到了消防部门开出的罚
单。这也是石家庄市消防部门
因电动自行车违规“上楼”开出
的首张罚单。

今年 8 月 1 日起，应急管理
部发布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
全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规定明
确，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
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
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
行车充电。拒不改正的，由消防

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对经营性单
位和个人处 2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
个人处 5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
罚款。

规定实施以来，我省沧州、
廊坊、衡水等多地，纷纷开出电
动自行车“上楼”罚单。消防部
门表示，处罚不是目的，开罚单
是希望给广大电动自行车车主
敲响警钟，希望大家共同维护好
消防安全环境。

与此同时，各地消防部门立
足群众需求，积极联合辖区住建
部门，广泛开展法规宣传贯彻工
作，推动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
电场所建设，最大限度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河北日报讯（记者张淑会）日前，省卫生
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全面推进医疗
机构间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工作实施方
案，明确提出 2022 年 5 月底前，80%以上的二
级医疗机构，所有三级医疗机构，所有城市医
疗集团、县域医共体内部实现检查检验结果
互认共享；2022 年底，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全部实现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有效减
少重复检查、过度检查。

首批互认共享项目为目前京津冀三地已
开展实施的 43 项医学检验结果互认项目和
20 项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共享项目。随着医
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措施的完善，我省将不
断调整扩充互认共享项目，并向社会公布。

医学检验项目包括：钾（K）、钠（Na）、氯
（Cl）等 22 项生化项目，乙肝病毒表面抗原
（HBsAg）、乙肝病毒表面抗体（HBsAb）、丙肝
病毒抗体（抗-HCV）等 14 项免疫项目，白细
胞（WBC）、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b）等
5项血细胞分析，以及凝血酶原时间（PT）、国
际标准化比值（INR）2项凝血试验项目。

医学影像检查项目包括：普通X线平片、
CT 和 MR 检查的胶片和（或）数字化图像。
医学影像检查结果互相认可的项目包括上述
检查的全部体位、部位和检查序列，其中常见
的检查体位和扫描部位共20项。

根据互认共享流程及规范，二级及以上
医疗机构纳入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的
项目应通过省级质控中心组织开展的质量控
制检查，出具的医学检验报告单在互认项目
前标注“★”符号（未纳入京津冀检验结果互
认范围的医疗机构需在报告单下方标注“仅
在省内互认”字样，纳入京津冀互认范围后可
取消标注字样）；出具的医学影像检查资料上
标注“-GX”符号（未纳入京津冀医学影像检
查结果互认共享范围的医疗机构需在医学影
像诊断报告单上标注“本报告所依据图像资
料仅在省内互认共享”字样，纳入京津冀互认
共享范围后可取消标注字样），以此作为患者
到互认共享范围内医疗机构就医时结果互认
共享的凭证。

纳入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的医疗
机构，在接诊时收到患者提供的互认共享范
围内医疗机构出具的完整互认共享检查检验
报告单和相应影像资料，符合互认共享条件
的不再重复检查，由诊治医生将互认共享结
果在病历中进行记载，注明“医学检查检验互
认共享项目”，记载内容除检查检验结果外,
还应包括“检查检验单位”“检查检验时间”

“报告单编号”等，住院患者还要将完整互认
共享检查检验报告单复印收入病案予以留存。

经诊治医生判断不符合互认共享条件的检查检验项目，要向患
者或家属充分解释，需重新检查检验的项目，须得到患者或家属同意
后方可实施，在病历中标注经患者或家属同意，并对重新检查检验的
原因予以记录。患者或家属不同意重新检查检验的，应由患者或家
属签字，并在病历中予以记录。

据介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不列入互认共享范围或不受互认
共享限制：急诊、急救等抢救生命的紧急状态下的；在疾病发展过程
中检查检验结果容易产生较大变化，且对疾病诊断有一定影响的；既
往检查检验结果对疾病的诊断难以提供参考价值的；检查检验结果与
病情明显不符的；患者或其亲属要求做进一步检查检验的；重新复查
检查检验项目对治疗措施选择意义重大的（如手术等重大医疗措施
前）；因疾病转归需连续对比观察的；司法、伤残及病退等鉴定所需的；
特殊情况有必要进一步复查的；患者提供检查检验资料不完整的。

河北日报讯（记者霍相博
通讯员高祥）日前，省医保局发
布通知，我省开始受理省本级国
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定点
零售药店申请，更好满足广大参
保人员的合理用药需求。

为确保国家医保谈判药品
更好落地落实，此前，省医保局、
省卫健委下发了《关于做好国家
医保谈判药品“双通道”管理等
事宜的通知》，明确将国家医保
谈判药品纳入“双通道”管理，通
过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
店两个渠道，满足谈判药品供
应、配备、保障等合理需求。为
此，省医保局近期印发《河北省

省本级国家医保谈判药品“双通
道”定点零售药店遴选规程（试
行）》，进一步明确了“双通道”定
点零售药店的申请条件和申报
流程等。

根据规定，“双通道”定点零
售药店应符合资质合规、管理规
范、信誉良好、布局合理等要求。
11月6日前，符合条件的省本级
定点零售药店可采用网上申报方
式，通过“河北省医疗保障局交互
平台”提交材料，自愿申请成为省
本级谈判药品“双通道”定点零售
药店。如定点零售药店存在未依
法履行行政处罚责任等违法违规
行为，将不予受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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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

省本级国家医保谈判药品
“双通道”定点零售药店申请启动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实施以来

我省多地开出电动
自行车“上楼”罚单

近日，“中国儿童

青少年精神障碍流行

病 学 调 查 ”结 果 公

布。这是我国第一个

全国性的儿童青少年

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

查，数据显示，全国儿

童青少年精神障碍流

行率为17.5%。

今年3月，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

的《中国国民心理健

康 发 展 报 告 (2019-

2020)》显示，去年我

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

率为 24.6%，检出率

随 着 年 级 升 高 而

升高。

我国儿童青少年

为何心理健康问题频

发？家庭、学校、社会

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孩

子走出阴霾？

“门诊量在增长。现在每天
40 个号，总是约满。”河北省第六
人民医院少儿精神科主任张欣
说，因为每天放的号固定，还有
一部分转到其他相近的心理门
诊就诊。这就意味着实际有心
理状况的儿童、青少年比门诊数
量更多。

张欣介绍，前来就诊的以初高
中生为主，其中，12岁至16岁占到
70%，尤其是 12 岁和 15 岁的学生
最多，占到门诊量的 30%至 40%。
不仅门诊如此，专门为少儿开设的
病房里，四十来张床位，也总是饱
和状态，甚至一床难求。

更早感知到问题的是学校。
不少校长坦言，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频发，已经影响到了学校的管理。

石家庄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
介绍，原来一届学生里也就有一两
个学生受精神困扰，现在几乎每个
班都有学生因为心理问题而不能
正常上学。去年学校仅高二年级
800 多人中，就有 11 人因精神问题
休学。

与 学 生 接 触 更 直 接 的 是 老
师们。

“现在不仅有心理问题的孩子
多了，他们背后的原因也更加复
杂。”石家庄市第十七中学教师孟
凡亮介绍，刚参加工作时，出现心
理状况的学生中，相当一部分来自

单亲家庭。当时，班里有个女生，
成绩很不错，但是人非常消极，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活到 30 岁就
行了。”背后的原因是：妈妈去世
早，爸爸对孩子又不够关爱。

但是现在，这种关联性越来越
弱。有的孩子生活优越，父母知识
层次较高，给了孩子充分的爱，也
出现了心理问题。

抑 郁 症 患 者 小 王 出 生 于 一
个知识分子家庭。高中之前，除
了 性 格 比 较 内 向 、朋 友 较 少 之
外，她和其他孩子并没有明显区
别。但进入高中后，学业负担不
断增大，小王感觉很疲惫，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入睡困难、记忆
力减退、睡眠障碍、精力无法集
中、情绪持续低落⋯⋯总感觉临
近崩溃边缘。

学业压力大、考试过多、排名
过多，父母担心下一代失去进入社
会精英阶层的机会等，都有可能成
为压垮学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在
接诊过程中，张欣经常看到一些孩
子身上有纵横交错、深浅不一的疤
痕——这些都是孩子自己划出的
伤痕。张欣说，非自杀性自伤问题
是孩子们近年来出现的新特点，一
部分有自伤行为的孩子往往是出
于内心痛苦，想要通过肉
体 的 痛 来 缓 解 心 理 的
痛苦。

■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频发

尽管问题越来越复杂，但
是相当一部分有心理问题孩
子的背后，往往都有不肯改变
的家长。

见到李梅（化名）父亲的
时候，孟凡亮终于明白了李梅
的症结所在。李梅是一名口
吃的高中生，她总很慌张。考
试在电脑上输入考号，一溜数
字填了好几遍，都提示错误，

最后孟凡亮把考号拿过来，他
读一个数，李梅填一个数，才
把号码填对。

李梅的爸爸基础知识很
扎实，到了高中，依然能辅导孩
子学习，经常给孩子出题，并
且是限时完成，做题过程中，
他在一旁边看边指点。李梅每
次接到指令，就特别紧张，急
急忙忙完成，结果越慌越错。

■ 治愈孩子,家长需要做出改变

■ 关爱孩子心理要落在实处

有些父母会将自己没有取得的
成就，化为过高的期待施加给孩子，
只注重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他
们身心发展过程中其他精神上的
需求。

与孩子相比，对家长的“改造”更
加困难。孟凡亮就曾经跟李梅的父
亲拍过桌子。为了缓解李梅的焦虑，
他要求李梅的父亲不许跟孩子提学
习的事儿。高考前三个月，李梅爸爸
压抑不住说，马上高考了，又给孩子
买了几套题，气得孟凡亮拍了桌子叫
停，后来高考，李梅也没有惊艳的表
现，但是她高中后半程，心理上还是

比较放松。
在医院里，张欣也遇到过对孩子

过于关注的家长，孩子少吃一口饭、
咳嗽一声，就焦虑不安；有的家长执
着于药物的副作用，花几十万为孩子
购买治疗仪⋯⋯张欣表示，经常由治
疗孩子延伸到治疗家长。

石家庄市一位中学校长说，孩子
的心理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和家
庭问题的缩影和投射。社会竞争压
力传导到家庭，家长又传导给孩子；
一些地区以考名校学生数为政绩，这
种压力传导给学校、校长和老师，最
终还是落到孩子身上。

近日，鸡泽县第一中学学生在

参观鸡泽县禁毒教育主题公园。

该县精心打造禁毒教育主题公

园和禁毒教育基地，为禁毒宣传教

育提供了良好载体，进一步在全县

营造全民参与禁毒的浓厚氛围。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鸡泽

提高禁毒意识
营造禁毒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