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吴海奎）今日，市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过本报
公布我市2023年一季度各区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考评情况。

根据《2022年厦门市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考评方案》，今年一季度，市垃圾分类
中心组织暗访考评小组对各区垃圾分类
工作进行考评，考评范围包括各区建成生

活区、沿街店面、直运接驳点、自然村、公
共机构、公共场所等。

今年 1 月-2 月，考评小组共检查
1179个考评点，发出考评通报93份，海

沧区综合成绩排名第一。
今年3月，考评小组共检查774个考

评点，发出考评通报63份，思明区综合成
绩排名第一。

一季度各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评成绩公布
■1月-2月，海沧区排名第一 ■3月，思明区排名第一

今年 1 月-2 月，
岛内街道最后一名为
思 明 区 莲 前 街 道
（86.56分），岛外街道
（镇）最后一名为同安
区 美 林 街 道（74.03
分）。主要存在问题
如下：

（一）思明区莲前街道

1.建成生活区主
要问题为垃圾桶脏
污，垃圾落地较为严
重，且落地垃圾存在
混投现象；大件垃圾
堆放点未设置围挡。

2.非星级酒店主
动提供六小件，酒店
及农贸市场垃圾桶
配置不规范，存在垃
圾堆放现象。

3.转运点垃圾满
溢、混投。

（二）同安区美林街道

1.自然村垃圾桶
脏污破损，桶盖未密
闭现象较为严重，垃
圾落地及混投严重。

2.农贸市场垃圾
桶缺少规范标识，垃
圾桶脏污，垃圾落地
且混投现象较严重。

3.街道分管领导
未推动垃圾分类工作。

排名

1

2

3

4

5

6

行政
区划

湖里区

思明区

海沧区

翔安区

同安区

集美区

小区（农村）
50%

44.03

44.19

43.21

42.26

40.69

39.72

公共场所
10%

9.34

9.07

9.45

8.94

8.11

8.43

公共机构
5%

4.07

4.54

4.38

4.37

4.35

4.21

沿街商铺
10%

9.73

9.56

9.50

9.23

9.16

9.12

生活垃圾
接驳转运点管理

25%

22.71

21.52

20.31

17.67

19.17

18.55

最终
得分

89.88

88.88

86.85

82.47

81.48

80.03

垃圾分类投放管理

排名

1

2

3

4

5

6

行政
区划

湖里区

翔安区

思明区

海沧区

集美区

同安区

清洁楼管理
20%

19.30

19.60

19.15

19.60

19.50

17.20

小型垃圾
转运车管理

30%

28.20

28.50

27.15

28.50

27.30

27.20

中大型垃圾
转运车辆管理

30%

27.75

26.63

27.83

27.68

27.15

26.85

餐厨
收运管理
20%

13.30

13.17

13.29

9.07

9.03

8.90

最终
得分

88.55

87.90

87.42

84.85

82.98

80.15

排名

1
2
3
4
5
6

行政
区划

思明区
海沧区
翔安区
集美区
湖里区
同安区

垃圾分类
大分流
综合管理
（5%）
4.90
4.96
4.63
4.85
4.96
4.60

垃圾分类
投放管理
（40%）

36.63
33.40
34.89
33.51
36.95
35.14

垃圾分类
收运管理
（10%）

9.22
8.87
9.45
8.94
9.05
8.35

末端
垃圾分类
准确率
（15%）
12.79
12.79
12.82
12.22
12.39
10.93

减量化、
资源化
水平

（10%）
6.67
10.00
6.67
6.67
3.33
6.67

垃圾分类
执法情况
（20%）

20.00
19.00
18.20
20.00
20.00
18.60

正向激励
夜间
错峰
直运
0.60
0.40
1.00
0.80
0.00
0.20

典型
经验

0.50
0.50
0.00
0.20
0.10
0.00

最终
得分

91.31
89.92
87.66
87.19
86.78
84.49

垃圾分类投放管理

排名

1

2

3

4

5

6

行政
区划

湖里区

思明区

同安区

翔安区

集美区

海沧区

小区（农村）
50%

45.54

44.87

43.72

45.31

43.44

42.12

公共场所
10%

8.88

9.29

9.03

8.85

8.25

7.94

公共机构
5%

4.44

4.45

4.15

4.15

4.59

4.25

沿街商铺
10%

9.70

9.71

9.28

9.27

9.11

8.97

生活垃圾
接驳转运点管理

25%

23.81

23.26

21.66

19.64

18.38

20.21

最终
得分

92.37

91.58

87.84

87.22

83.77

83.49

排名

1

2

3

4

5

6

行政
区划

翔安区

思明区

湖里区

集美区

海沧区

同安区

清洁楼管理
20%

19.20

19.10

19.60

19.20

19.60

18.80

小型垃圾
转运车管理

30%

27.75

27.75

28.05

28.50

28.05

26.70

中大型垃圾
转运车辆管理

30%

28.95

27.75

25.65

28.20

27.60

27.30

餐厨
收运管理
20%

18.65

17.65

17.18

13.46

13.46

10.73

最终
得分

94.55

92.25

90.48

89.36

88.71

83.53

垃圾分类收运管理

综合成绩

今 年 3 月 岛 内
街道最后一名为思
明 区 莲 前 街 道
（88.45 分），岛外街
道（镇）最后一名为
海沧区杏滨海沧街
道（74.42 分）。主要
存在问题如下：

（一）思明区莲前街道

1. 建成生活区
主要问题为垃圾落
地及垃圾混投严重；
大件垃圾堆放点未
按照要求公示。

2. 沿街店面未
设置温馨提示标语，
垃圾桶缺少分类标
识。

（二）海沧区海沧街道

1. 自然村垃圾
桶桶盖缺失，脏污，
垃圾满溢、落地及垃
圾混投较为严重。

2. 建成生活区
夜间垃圾满溢混投
现象较为严重，部分
投放点缺少投放指
示牌。

3. 沿街店面宣
传内容遮挡，垃圾混
投较严重。

2023年1月-2月各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评情况 2023年3月各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评情况

考评末位情况
综合成绩

垃圾分类收运管理

考评末位情况

排名

1
2
3
4
5
6

行政
区划

海沧区
集美区
思明区
翔安区
湖里区
同安区

垃圾分类
大分流
综合管理
（5%）
4.72
4.78
4.87
4.75
4.88
4.69

垃圾分类
投放管理
（40%）

34.74
32.01
35.55
32.99
35.95
32.59

垃圾分类
收运管理
（10%）

8.48
8.30
8.74
8.79
8.85
8.02

末端
垃圾分类
准确率
（15%）
12.70
12.26
12.96
12.33
12.36
10.04

减量化、
资源化
水平

（10%）
9.00
8.67
5.67
6.33
3.33
7.00

垃圾分类
执法情况
（20%）

19.30
20.00
18.20
19.30
19.00
20.00

正向激励
夜间
错峰
直运
0.50
0.90
0.50
0.80
0.00
0.30

典型
经验

0.50
0.15
0.25
0.20
0.05
0.05

最终
得分

89.94
87.07
86.74
85.49
84.42
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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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梁亦亘）昨
日，26岁的小娟赶到厦门眼科中心就诊，慌
张地告诉接诊的外伤及眼底病2科副主任医
师李海波博士：“一瞬间，我的左眼像放烟花
一样，然后就看不见了。”经过仔细检查，李海
波诊断小娟患的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这
种疾病一般多发于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的中
老年人，小娟的发病原因却与面部美容有关。

面部美容注射带来可怕并发症

原来，小娟在一家私人美容工作室接受
了来路不明的美容针注射。小娟在注射的当
下，就觉得左眼不对劲，到医院就诊时已过去
三四个小时，左眼还是看不见。李海波一听，

心里有数了，在面部美容注射过程中引发最
严重的并发症就是血管阻塞。小娟的情况就
是非常典型的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结合左
眼的眼底照相及血管造影等检查结果来看，
她的眼底黄斑区已开始出现局部的灰白色，
这意味着血管阻塞后血液无法流通，再不开
展急救，小娟的这只眼睛就“废了”。

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的黄金抢救时机是
90分钟以内，而小娟从事发到就诊已耽误了
一些时间。李海波立刻开启急救通道，为小
娟进行视网膜中央动脉微导管注入术，尽量
恢复其眼部的供血供氧。由于抢救及时，术
后小娟的视力从0.12恢复到了1.0。“以后再
也不敢随便去打针了。”心有余悸的小娟说。

整形前需了解安全隐患

“近期接到注射美容针导致视网膜中央
动脉阻塞的病例不少。”据李海波介绍，患者
多是称自己被注射了来路不明的美容产品，
有的描述和小娟一样，针刚打下去眼里就像
放烟花一样“炸开”，眼前很快一片黑暗。患
者多为年轻女性，她们对美容有强烈的需求，
却对其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没有丝毫认知。“视
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发病凶险，能送来急救的
都是幸运儿。”李海波说，所幸目前救治的多
例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患者，术后恢复效果
都还算理想。

据李海波介绍，目前有效的救治方法，是

用极细的针头对堵塞的血管进行疏通。因为
美容针多数是在高压下从前额、眉间、眼周等
部位注射，注入的药物会逆行进入眼循环。
人的眼睛血管极其精密，又有很多细小分
支。注射药物的分子有大有小，若操作不当，
这些分子一旦进入眼部血管细小的分支内就
会造成堵塞，由此破坏眼睛的动静脉循环，这
时患者就会出现无痛性的视力急剧下降。如
果堵塞时间过长，眼睛就会因缺血缺氧进入
视神经、视细胞凋亡坏死的阶段。这个过程
是不可逆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失明。

李海波借此提醒爱美女士，与整形相关
的行为应到专业的医院，切不可图便宜到所
谓的私人工作室接受美容注射。

五一假期120接警量平稳

创伤类急救居首
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林挺）昨

日，记者从厦门医疗急救中心获悉，五一
期间，天气晴好，市民出游多，来厦旅游的
人数也明显增加，厦门120调度指挥中心
接警量较为平稳。从4月28日20时至5
月3日17时，包含车祸在内的创伤类急
救、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为接警
数据前三名。

急救车接警数据显示，外伤作为主诉
的呼救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位列第一。其
中，因车祸导致的外伤超过一半。厦门医
疗急救中心提醒市民，五一假日后，气温
逐步上升，户外活动也将明显增多，难免
出现一些突发情况，比如划伤、摔伤、扭
伤、割伤等，此时都应先停止活动，观察有
无明显流血并第一时间止血，就近就医。
一旦出现骨折，除了立即呼叫120外，家
属也可做一些简单护理减轻患者的疼
痛。比如用树枝等对患处做临时性固定，
减轻患者的痛苦，避免晃动造成患者二次
损伤。

心脑血管疾病作为主诉的呼救占比
约15%，排名第二。患者多为中老年人，
这与生物钟被打乱、节日劳累、情绪激动
等因素有关。厦门医疗急救中心提醒市
民，五一后正是春夏交替时节，昼夜温差
偏大，极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老
年人应当提高警惕，按时按规服用药品。

占比排名第三的消化系统疾病与节
假日期间的大吃大喝有关。随着天气转
暖，海鲜烧烤成为市民聚餐首选，暴饮暴
食、贪凉等不当饮食都会导致急性肠胃
炎。急救人员提醒市民，对于轻症患者，
首先要注意休息和饮食，急性期要限制饮
食，让胃肠道彻底休息；要注意补液，可以
口服葡萄糖电解质液。一旦出现腹泻严
重，高烧、便血、意识模糊等症状一定要立
即就诊。

医生提醒：美容针注射操作不当会堵塞眼部血管，破坏眼睛动静脉循环，救治不及时可能导致失明 打呼噜是病，得治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开设睡眠呼吸障碍门诊，每周
二下午开诊

本报讯（记者 刘蓉 通讯员 潘妍）近
日，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开设“睡眠
呼吸障碍门诊”，时间为每周二下午，主要
接诊表现为打呼噜症状的睡眠呼吸障碍
疾病，如成人良性鼾症、儿童及成人阻塞
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夜间呻吟症等。

打呼噜并不代表睡得香，而是一种常
见的睡眠呼吸障碍疾病，有潜在致死性并
发症，需要及时干预。打鼾严重的患者具
体需要做哪种治疗，还需要到医院检查后
确定。

本报记者 楚燕 通讯员 林媛 魏珺
一对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待了27周+

4天便迫不及待地降临人世，一个820克，
一个1100克。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下，
兄弟俩携手闯关，顽强成长，分别于3月30
日和4月21日顺利出院。

“从得知怀上双胞胎、早产救治到出
院，我的心情就像坐过山车，起起落落。”宝
爸陈先生昨日接受采访时说，“幸运的是，
这一路，我们遇到的都是好人！”

去年，吴女士自然受孕双胎，全家人欣
喜不已。可是，孕18周产检时，吴女士被
告知双胎生长受限，其中一个胎儿脐动脉
血流异常。她和丈夫辗转广州、上海等地
求医，医生建议减胎。可是，两个宝宝都是
心头肉，他们不忍舍弃其中任何一个。

眼看肚子里的宝宝一天天长大，今年
1月，吴女士专程从龙岩来厦门市妇幼保
健院保胎。1月9日，双胞胎一出生就被送
入新生儿科重症监护室。虽然做足了心理
准备，吴女士仍然没有勇气看宝宝们在重
症监护室“受苦”的样子。为免妻子担心，
陈先生每次和医生通电话都背着她。每当
妻子敏感地追问是不是厦门的电话，他总
是报喜不报忧，“是的，宝宝没事，都挺好。”

一个月后，宝宝们的生命体征平稳
了，陈先生才敢和妻子讨论宝宝的病情。

得知母乳能帮助提高宝宝抵抗力，吴
女士每天将母乳挤出来保存。陈先生特地
从龙岩雇了一辆车，每天全程冷链送奶，风
雨无阻。看着兄弟俩一路上升的奶量和体
重数据，夫妻俩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

早产儿出院后的家庭护理至关重要。
宝宝出院前，医护人员让夫妻俩进到病房，
手把手指导“袋鼠式护理”、家庭制氧机的
使用等。夫妻俩第一次和宝宝亲密接触，
很是激动，“第一次把他们拥入怀中，感受
心与心的跳动，有点懵，却也很幸福。”

3月30日，吴女士和丈夫等来了小宝
回家的好消息。4月21日，大宝也办理了
出院。“回头看他们刚出生时的照片，显得
那么脆弱。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下，兄
弟俩才有了现在肉嘟嘟的健康模样。”吴女
士说。陈先生也感叹：“起初最难熬的时
候，是医护人员鼓励我，‘只要你们家长有
信心，我们就有信心’。我们和医护人员互
不认识，但我们彼此信任，为着一个共同的
目标在努力。生命真的很伟大，很神奇，而
医护人员正是创造奇迹的‘天使’。”

“这一路，我们遇到的都是好人”
双胞胎早产，体重最轻的只有820克，兄弟俩在医护人员精心呵护下勇敢闯关

■时间：
4月21日
■地点：
厦 门 市 妇
幼 保 健 院
新生儿科

一针下去 一只眼突然看不见了

早产儿救治
需家长配合

●厦门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
科主任医师 姚岭松

这对早产双胞胎的救治比较
曲折，一个住院 81 天，一个住院
103天，其中一个宝宝严重支气管
肺发育不良，对氧依赖，出现重症
感染，治疗起来有一定难度。我
们在早产儿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
经验，已成功救治多例胎龄仅有
24 周的早产儿，近期一位出生体
重仅400克的早产儿也治愈出院。

早产儿救治需要家长的配
合。比如，家长学习相关的急救
知识和护理技能，能降低早产儿
出院后的风险。吴女士和陈先生
就做得很好。

早产儿的救治是一项系统工
程，患儿出院后，我们还会提供运
动、行为、心理、眼底等一条龙随
访服务，为早产儿的生长发育提
供全方位照护。

◀宝爸在医护
人员的指导下
给宝宝喂奶。
(医院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