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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潮时：01时11分和14时02分
■ 低潮时：07时40分和20时02分
■ 表层水温：21.5℃至24.5℃
■ 厦门岛南部海域浪高：

1.0米 至1.8米 轻到中浪
厦门海洋环境预报台发布

明天
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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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到晴
2121℃~℃~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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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钦圣 通讯
员 林承毅）明日起，厦门公交集
团调整981路、397路、912路、
M10路、638路、737路，新增739
路，涉及集美区、翔安区、同安区。

981路：调整至孚中央公交
场站始发，方便孚中央片区乘客
出行。调整后，增停孚中央公交
场站、新阳保障房二期（往孚中
央）、阳光照明（往孚中央）、新阳
人力资源市场（往嘉庚）、孚中央
（往嘉庚）、新阳保障房（往嘉庚），
减停新顺路口（往孚中央）、后祥
路（往孚中央）。

397路：单向调整晚高峰时
间，方便滨水片区乘客出行。调
整后，大学城方向始发，晚高峰运
行时间为16:15（原16:30）-20:30。

912路：调整末班时间，方便
软件园三期和东安片区乘客出
行。调整后，软件园三期方向始
发，末班时间为20:10（原20:00）；
东安方向始发，末班时间为20:20

（原20:00）。
M10路：改经金泉路运行，并

由科技中学翔安校区站改至洋塘
南公交场站始发，方便乘客接驳地
铁鼓锣站。调整后，增停鼓锣（金
泉路的新设站点）、科技中学翔安
校区站（往洋塘南，西侧站点）、洋
塘（往新店）、洋塘南公交场站；减
停石厝、洋塘（往洋塘南）、科技中
学翔安校区站（往新店）。

638路：增停“酱文化园”站，
方便古龙酱文化园周边乘客出
行。

737路：双向增停“内厝镇”
站，方便内厝镇片区乘客出行。

739路：微循环公交线路，由
蔡厝北始发，经424县道、翔安东
路、424县道至蔡厝北，单向停靠
蔡厝北、蔡厝南、地铁蔡厝、蔡厝
北。高峰20分钟一班，平峰40分
钟一班。739 路的开通，方便蔡
厝村片区乘客出行，进一步提升
蔡厝片区公交配套水平。

本报讯（记者 佘峥）2023年
职教高考报名11月10日开始，
主要依据学考成绩录取。

省教育厅昨日对外发布《关
于做好2023年高职院校分类考
试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高职
院校分类考试”就是俗称的“职教
高考”，或是“春季高考”。

职教高考考生类别分为中职
学校类、普通高中类和特殊群体
类等3类。报考中职学校类的考
生为中职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往
届毕业生或同等学力人员。报考
普通高中类的考生为普通高中学
校的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或
同等学力人员。报考特殊群体类
的考生为在我省安置的退役士兵
以及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高
素质农民等群体人员。

此外，台商子女高中毕业后，
在大陆获得普通高中、中职学校

毕业证书可以在大陆参加相关高
职院校分类招考。

在报名时间上，职教高考报
名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其
中，网上报名时间为：2022 年
11月 10日至 11月 15日，网站
为 福 建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网 站
（www.eeafj.cn）；现场确认时间
为2022年 11月 16日至 21日，
在各地招办设立报名点，考生必
须本人前往。

中职学校毕业的报考人员参
加职教高考有30类，普通高中类
和特殊群体类的考生不分报考科
类。不过，高职分类招考安排的
本科招生计划仅面向中职学校类
考生。

和夏季高考不同的是，职教
高考录取主要依据是高二年的学
考（即会考）成绩，中职学生还要
考职业技能测试。

高考直通车2023
职教高考下月10日起报名

本报讯（记者 朱道衡）昨日，
厦门继续保持回暖节奏，午间暖意
融融。同时，上千公里外今年第
22号台风“尼格”生成。气象部门
预测，由于冷空气较弱，台风距离
较远，今起三天，我市仍是可人的

“小阳春”天气，气温继续攀升。
眼下已进入农历十月。在古

人看来，农历十月天气渐冷，因此
该月又有孟冬、初冬的别称。不过
期间常有一段“回暖期”。今起三
天，由于冷空气疲软，我市以多云
天气为主，气温将继续回升，城区
最高气温达到27℃~28℃左右，夜
晨最低气温也略升至21℃~22℃
上下，厦门人可以继续体验到“十
月小阳春”的美好。

台风方面，今年第22号台风

“尼格”于昨日上午8时在菲律宾
以东洋面上生成，中心附近最大风
力8级。预计，其将向西偏北方向
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但后期路径
尚有不确定性。

明天开始，受“尼格”和冷空气
共同影响，我市风力将逐步增大，
预计10月31日至11月1日风力
达到最大。

本报讯（记者 柯恺筠 通讯
员 娇轩）10月27日起，湖里区石
鼓山立交往海沧隧道掉头匝道开
放通行，现场已有车辆在此通行。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开通道
路仅允许通往海沧隧道出岛车辆
通行，同时限高3.4米，无法满足

车辆掉头前往兴湖路、长浩路的
通行需求。交警部门提醒，请广
大司机朋友合理规划行驶路径，
按现场道路交通信号指示通行，
服从现场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
和疏导，违者将依据相关法律、法
规予以处罚。

石鼓山立交往海沧隧道
掉头匝道开放通行

本报讯（记者 陈敏）近日，
记者从厦门银联获悉，即日起至
2023年3月31日，用户使用已在

“云闪付”App绑定的“62”开头
银联信用卡消费，可享2％返现，
每月消费达标还可免费兑换礼
品。

●返现2％：活动期间每天
10:00-22:00，使用绑定了“云
闪付”App的“62”开头银联信
用卡，在活动商户线下门店以
刷卡、插卡、挥卡、手机闪付（仅
限线下 NFC）方式完成支付，可
享返现 2％，单笔最高返现 80
元，单用户每个自然月最高返
现200元。每日名额有限，所有

商户名额共享，先到先得。
●月月领奖：活动期间，用户

在“云闪付”App首页-“权益·银
行”-“笔笔返现 月月领奖”活动
页面，点击“月月领奖”，选择“立
即参与”即可报名“月月领奖”活
动。用户持报名卡片在活动商户
线下门店以刷卡、插卡、挥卡、手
机闪付（仅限线下 NFC）方式支
付发生合格消费（每个自然月累
计实付金额不少于3000元，通过
银联系统转接清算的消费交易，
不含银联二维码交易），可在“京
东E卡”“话费卡”“爱奇艺VIP黄
金会员”“腾讯视频VIP会员”“喜
马拉雅巅峰会员”中任选一个礼
品进行兑换。单用户单月限获得
一次兑换机会，单月各礼品数量
有限，先到先得。

温馨提醒：活动商户以及更
多活动详情可在“云闪付”App
查看。

多条公交线路明起调整

用银联信用卡享返现2％
月月可领奖

台风“尼格”将送来大风
今起三天气温攀升，明起风力逐渐增强

厦
门
天
气

（数据来源：厦门气象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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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疾控发布健康提醒：
7天内有福州市旅居史的
入（返）人员须三天三检
本报讯（记者 陈莼）10月26日全国新

增报告193例本土确诊病例、924例本土无
症状感染者，涉及27个省份。

天津滨海新区，山西大同市，黑龙江绥
化市，上海普陀区、金山区，安徽合肥市，江
苏徐州市、南京市、苏州市、南通市，福建福
州市等地新增划定高、中、低风险区。其中，
福州市划定24个中风险区，请近7天内有
福州市旅居史的入(返)厦人员，严格落实三
天三检（含落地检）。此间，非必要不参加聚
集性活动、不进入人员密集
的公共场所。对拒不配合
核酸检测、隐瞒病情、瞒报
行程信息(尤其是重点地区
旅居史)、隐瞒与确诊病例
或疑似病例有密切接触史
的，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扫码了解详情

提
醒

本报讯（记者 楚燕 通讯
员 张舒姗 黄定平）今天是“男性
健康日”，15：30-17：00，厦门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将在该院门诊
一楼（4号楼）取药大厅旁举办男
性健康日公益咨询活动。除该
院泌尿外科专家外，医院还邀请
了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
市中医院、厦门市第三医院等厦
门多家医院知名专家共同参与，

为广大男性朋友开展科普宣教，
答疑解惑。有既往病史的患者
建议携带相关病历资料前往参
加。

男科疾病是继心脑血管疾
病、癌症之外，威胁男性健康的第
三大杀手。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作为厦门市医学会男科学分会
主委单位，多年来持续开展男性
健康公益活动。

今天有男性健康公益咨询

本报记者 刘蓉 通讯员 夏一保
2023年，我市居民医保的筹

资标准将由每人每年1140元调整
为每人每年1200元，其中：财政补
助标准由每人每年740元调整为
770元，个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标准由每人每年 400 元调整为
430元。昨日，厦门市医疗保障局
副局长蒋更生在接听厦门市
12345政务热线时透露，2023年
度将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筹资标准，明年开始，我市医保年
度将调整为按自然年度执行。

居民医保筹资标准
将调整为每人每年1200元

据介绍，此次调整是贯彻落实
国家、福建省关于做好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障工作的统一部署，市医
保局、财政局、税务局近日联合印发
了《关于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筹资标准的通知》，对我市2023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
称“居民医保”）筹资标准进行调
整。按照国家、福建省继续提高居
民医保筹资标准，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新增不低于30元，同步提高居民
医保个人缴费标准不低于30元的
要求，2023年，我市居民医保的筹
资标准由每人每年1140元调整为
每人每年1200元，其中：财政补助
标准由每人每年740元调整为770
元，个人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标准
由每人每年400元调整为430元。

医保年度
将调整为按自然年度执行

自2023年1月1日起，我市医
保年度调整为按自然年度执行。
2023年我市居民医保集中参保登
记和集中缴费时间为2022年11月
1日至12月31日，日常参保登记时
间为每月4日至月底，日常缴费时间
为参保当月4日至当月底。详情可

关注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官
网或厦门税务微信公众号了解。

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和财
政补助相结合的方式，财政补助占
居民筹资的大部分，是基金收入的
主要筹资来源。合理提高居民医
保筹资标准，是适应医药技术进
步，巩固完善参保人待遇水平的客
观需要。参加我市居民医保的人
员，同步享受居民大病保险待遇，
无需另外缴交费用，保障大病患者
经基本医保报销后的高额医疗费
用负担，防止因病返贫致贫。目
前，我市参保居民一个年度内基本
医保叠加大病保险后综合保障水
平达到50万元，2023年大病保险
保障水平还将进一步提升。

同时，我市高度重视困难群众
的参保工作，对特定的医疗救助对
象，在提供人均财政补助770元的
基础上，再通过医疗救助对其个人
参保缴费给予资助。

今日我市开放
17个疫苗接种点

本报讯（记者 陈莼）今日，我市有17个
疫苗接种点提供新冠疫苗接种服务，同步提
供3岁至11岁儿童新冠疫苗接种服务。

接种新冠疫苗（含加
强免疫）需通过“美丽厦门
智慧健康”微信公众号预
约或由单位、村居统一组
织。市民还可到提供重组
新冠病毒疫苗（CHO 细
胞）的接种点预约接种。

医保财政补助
每人770元/年

2023年度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出台

30岁的邓先生因工作性质，需
要长时间坐在电脑前，经常熬夜加
班。发病前1个月，他因为工作压
力大经常失眠。发病时，他突发头
晕、肢体麻木4小时，加重伴意识模
糊2小时，情况危急。市中医院急
诊部第一时间启动脑卒中绿色通
道，明确脑梗死后，给予他静脉溶栓
治疗。邓先生的症状略有改善，但
仍意识模糊，被怀疑是大血管闭
塞。卒中救治团队紧急进行脑血管
造影，明确他是左椎动脉狭窄后闭
塞。在实施急诊取栓及椎动脉支架
植入术后，经中西医结合综合治疗，
邓先生症状明显改善，最终恢复良
好，能自行走路出院，但遗留了少许
语音功能障碍。

市中医院卒中中心负责人李世
勇介绍，脑卒中是一种急性脑血管疾
病，是由于脑部血管突然破裂或血管
阻塞导致脑组织损伤的一种疾病，具
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
发率高和经济负担高的“五高”特点。

据报道，脑卒中发病率在逐年
升高，患病群体逐渐年轻化，全球青
年卒中的发病率增长超过40%，每
年有超过200万青年卒中患者。数
据表明，大约10%-20%的脑卒中
事件发生在18-45岁之间，这个年
龄段的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被称为
青年脑卒中。据市中医院卒中中心
数据显示，近五年来该院诊治的青
年卒中患者逐年增加，占住院患者
的10%—20%，患者年龄多为35岁
至40岁之间，最年轻的为25岁。

10月26日0时-24时
我市新增15例

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本报讯（记者 陈莼）据福建省卫健委、

厦门市卫健委官网消息，10月26日0时-24
时，福建省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6例
（福州市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厦门
市15例）。当日报告新增境外输入无症状感
染者1例（福州市1例）；解除隔离1例。

别让脑卒中
“卒”不及防

该病发病趋年轻化，预防从改变
不良生活方式与习惯做起

关注世界卒中日

脑卒中起病急
要重视身体“警告”

脑卒中多是急性起病，有患
者睡前还一切正常，睡醒后就发
现一边的手脚没力气，或者面瘫
了；有患者白天还在与人侃侃而
谈，晚上吃饭时突然说话不利索，
喝水吃饭也容易呛到；有患者加
班到深夜，上厕所时突然头晕恶
心、呕吐、站不稳；还有人甚至走
着路突然就晕厥了。

表面上看，脑卒中发病急，好
像无征兆；实际上，大多数人发病
前身体会发出一些小警告。例
如，头晕、头痛反复发作；睡觉时
不自觉地留口水；一侧手脚没力
气、发麻或者感觉减退；头晕恶
心、站不稳；喝水、吃饭容易呛
等。一旦出现这些症状，尤其是
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
胖、颈动脉斑块以及生活作息不
规律的市民，应该第一时间就诊，
警惕脑卒中的发生。

李世勇强调，缺血性卒中溶
栓时间窗是4.5小时，大血管闭塞
血管内治疗时间窗是 24 小时。
脑组织出现缺血后，每分钟有
190 万个神经元细胞凋亡，可利
用药物溶解血栓或急诊介入取栓
等，促进神经功能康复。在出现
脑卒中症状后，应第一时间到具
备溶栓、取栓医院就诊，牢记“时
间就是大脑”。

对于脑卒中，最重要的是
一级预防。其次，及时发现卒
中的早期症状极其重要，越早
发现，越早治疗，恢复效果就越
好。牢记“中风 120”口诀，“1”
代表“看到 1 张不对称的脸”；

“2”代表“查两只手臂是否有单
侧无力”；“0”代表“聆(零)听讲
话是否清晰"。

本报记者 刘蓉
通讯员 林楠 倪晶莹
脑卒中俗称“中风”。今年

10月29日是第17个“世界卒
中日”，宣传主题是“识别卒中
早一秒，挽救大脑恢复好”。以
往，脑卒中的主要隐藏患者都

是年龄超过 50 岁，伴随高血
压、高血脂症、糖尿病、代谢综
合征等的慢性病患者。但是，
由于现代人的不良生活饮食习
惯、缺乏运动及高强度工作，卒
中的发病趋势正越来越年轻
化。

厦门市中医院脑病科主任
林安基提醒市民，脑卒中是可防
可治的，只要足够重视，提高相
应防病治病的意识，改变不良生
活方式与习惯，完善健康保护体
系，就可以显著降低脑卒中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

青年脑卒中患者在病因、危险
因素、预后等方面与老年缺血性脑
卒中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除了有
吸烟、酗酒、肥胖、高血压、糖尿病、
高血脂症、脑卒中家族史等中老年
缺血性脑卒共同的危险因素外，还
与睡眠质量差、不规范使用药物、自
身免疫性疾病，以及脑血管畸形、动
脉瘤等有关。

特别要强调的是，青年患者群
体和老年患者群体最突出的差异是
睡眠质量差。青年人由于夜间加
班、沉溺网络、过度娱乐等原因，导
致夜间失眠及睡眠质量下降。而睡
眠差同时也是高血压、糖尿病及肥
胖的危险因素。有资料表明，睡眠
时间小于6 小时者比睡眠时间大
于 6 小时者的脑梗死风险增加
3.78 倍，并且白天嗜睡也可能导致
青年脑卒中的发生。

上周，市中医院神经外科孟晗
医师接诊了一位脑血管畸形导致的
脑出血患者。28岁的王先生因为

“头晕1天，加重伴呕吐、站立不稳1
小时”而前往市中医院就诊。头部
CT检查提示他的小脑出血、脑积
水；急诊核磁共振提示小脑有巨大
动静脉畸形。

神经外科团队立即为患者进行
微创脑室引流和动静脉畸形介入栓
塞手术，经过治疗，王先生的症状逐
渐改善，3周后出院。不过，因为他
是巨大的动静脉畸形，日后还需要
再入院，进行第二期的微创介入栓
塞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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