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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丰泽区六届人大
一次会议上，丰泽区人大代表
梁继进提出《关于泉州市食品
公司肉联厂宝洲街屠宰点搬
迁的建议》。

2023年泉州市十七届人
大二次会议上，市人大代表许
志华提出《关于尽快解决泉州
市食品公司肉联厂宝洲街生猪
屠宰场搬迁事项的建议》。他在
建议中提及，宝洲街屠宰场不
符合周边区域配套要求和行
业发展规划要求，且存在经营
场地和管理权属异地分离的
问题，搬迁事项亟须推进。他
建议，妥善实施宝洲街屠宰场
的屠宰分流和关闭搬迁。

2023年3月6日，市政府
召开泉州市食品公司宝洲街
屠宰场停产关闭及产能分流
工作专题会议，要求泉州市食
品公司肉联厂于2023年 6月
底前完成产能分流，正式停产
关闭。当年6月20日，按照“自
行分流+引导分流”的方式，屠
宰场产能有序分流到洛江、泉
州台商投资区、晋江等附近的
屠宰企业，宝洲街屠宰场终于
正式停产关闭。

根据最新的《泉州市畜禽
屠宰加工行业转型升级高质量
发 展 三 年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3—2025年）》，有关部门
计划通过 3 年（2023—2025
年）的努力，完成现有生猪定点
屠宰企业整合关闭工作。到
2025年年底前，全市牲畜定点
屠宰企业控制在11家以内、禽
类集中屠宰厂（点）控制在3家、
定点肉品分割加工配送中心控
制在3个，力争创建省级畜禽屠
宰标准化厂3至4家，国家级示
范厂1至2家。其中，市级现代
农业重点建设项目、泉港区新
建标准化机械化牲畜定点屠宰
加工厂，1#猪屠宰加工车间、2#
牛羊屠宰加工车间以及3#综合
楼主体结构均已封顶，正在进
行内外墙粉刷，计划于2024年
12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

民生问题、环保督查、城
市发展……困扰泉州群众多
年的宝洲街屠宰场搬迁问题
终于圆满解决。7年来，7位人
大代表持续深入践行全过程
人民民主，通过正确监督、有
效监督、依法监督，用好宪法
赋予人大的监督权，在民生问
题上显担当，深刻诠释了全过
程人民民主的内涵与价值，写
就了我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生动实践。

□融媒体记者 张沼婢
许钹钹 李菁 谢伟端 赖劲松

与民督
用“高质量发展”作答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沼婢）校园心理
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快速响应？心理安全
防护核心环节有哪些注意事项？9月中旬，

“健康使命—2024”泉州市学校突发心理危
机事件联合应急演练在晋江市陈埭民族中
学举行。

本次联合演练由泉州市卫健委、泉州市
信访局、晋江市卫健局、晋江市教育局主
办，泉州市第三医院、晋江市第三医院、晋
江市陈埭民族中学承办。

演练旨在检验我市心理干预救援队伍
的启动能力，队员在突发事件来临时的整体
协同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检查应急设备能
否满足应急救援需求；进一步提高我市心理
干预救援队伍在突发事件来临时快速响应、
高效处置的能力；提升我市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水平。

本次演练分三个部分进行：第一部
分，各联合演练救援队伍集结和安营扎
帐；第二部分，分别由泉州市心理干预救
援队和省一队、二队进行个体干预演练；
第三部分，各参演单位联合进行团体心理
干预演练。

演练活动以情景剧的方式，展示了校园
危机事件干预的三个不同场景，针对危机
事件发生前的风险征兆识别与评估、发生
过程中的资源调配部署、现场应急处置、应
急救助治疗等工作，都进行了现场实操演
练，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校园心理危机干预
处置流程和工作机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示范性和创新性。

现场演练结束后，全体参与人员分组进
行分享、讨论和总结，对演练环节中出现的
问题及时修补完善，进一步提高应急干预
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通过演练，我市进一步提升了心理危机
干预和心理应急管理能力，提高了心理危
机干预队伍的整体能力与素质，推动多部
门、跨地区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的资源整
合与协同响应，共同呵护全市学生的心灵。

校园心理危机如何快速响应

我市开展应急演练

7位人大代表持续7年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用好宪法赋予人大
的监督权，让群众诉求落地有声——

一个屠宰场外迁背后的故事
昨日，记者从泉州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泉州市泉港区食品有限公司标准化机械化牲畜定点屠宰加工厂项目主体结构已封顶，预计今年年底完成验收，实现投产。

届时，这一项目不仅能够更好地完成此前泉州市食品公司肉联厂（即人们熟悉的位于泉州市丰泽区的宝洲街生猪屠宰场）关闭后的产能分流任务，也将为我市再添一
家具备现代化水平的屠宰场，保障全市肉产品供应。

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刚刚召开，而运行20多年的宝洲街生猪屠宰场成功外迁的背后，正是2017年以来泉州市、区两级人大7名人大代表坚持
7年接续建议解决这一民生问题，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次生动实践。

“终于搬走了！盼了好多年了！”在宝洲街生
猪屠宰场附近中升雅园小区住了20多年的居民
王先生由衷说道。他告诉记者，过去20年来，每
回出门或者回家路上，距离屠宰场还有几百米
远，一股腥臭味便扑鼻而来；经常凌晨时睡得正
香，突然被令人胆战心惊的猪嚎叫声惊醒；屠宰
场附近，猪血、污水横流……每每谈起该屠宰
场，附近居民们都忍不住摇头叹息。

该屠宰场地处泉州市中心城区，1996年经正
式报批建成投产时，周边仍是大片稻田。20多年
来，该屠宰场日产能达到800头生猪（近年来控
制在550头左右），是泉州市、区政府“菜篮子”工
程建设和“食品放心工程”的重要配套企业，承担
着泉州市中心城区生鲜猪肉市场供应任务。

“随着泉州市中心的东拓和城市化的急速
推进，屠宰场所在区域的中心城区地位日益凸
显，屠宰场存在的噪声、环境污染等问题，不仅
影响了周边居民、商家生活工作的环境，也不再
符合城市规划的发展和定位。”群众利益无小
事，民生问题大于天，第十六届泉州市人大代
表、泉州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司法委咨询委员赖
忠惠记得，自己多次提出关于屠宰场的建议，最
早提的是改善民生和环保问题，例如完成生猪
机械化设备技改升级，取消手工屠宰，做好降噪
改造，做好日常清洁消毒和污水处理等。

在屠宰场搬迁面临诸多现实困难的条件
下，市农业农村局指导该屠宰场进行多次整改，
包括加大投入，完成生猪机械化设备技改升级、
实现生猪屠宰全机械化，使用高效隔音材料对
现有隔音墙、隔音屋顶进行加层增厚，投建使用
雾炮机和高压喷雾管道全场定时定量除臭，加
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管理等。

听民声
屠宰场扰民如何解

人大代表对宝洲街生猪屠宰场的关注，
至少可追溯至2017年。自那时起，泉州市、
丰泽区两级人大代表，年年聚焦这家屠宰场
的整改和搬迁。第一个“屠宰场搬迁”建议提
出后，两级人大代表持续发声，不断提出搬迁
计划。

《关于尽快搬迁宝洲街屠宰场的建议》
《关于加快落实宝洲街屠宰场搬迁事宜的建
议》……7年来，黄彧莹、林绍明、梁继进、赖忠
惠、张嫚嫚、董丰文、许志华等各级人大代表，
以一撇一捺的韧劲，书写出一份“民呼我应”
的精彩答卷。

2020年泉州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上，
赖忠惠等两名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关于宝
洲街屠宰场搬迁的建议。赖忠惠回忆，屠宰场
虽经过多次整改，但效果并不明显。事实上，
新建屠宰厂建设用地选址要求特别高，因影
响深远的环保“邻避效应”，往往陷入“保民
生”与“保环保”的两难困境。多年前，有关部
门曾规划在晋江西滨建设泉州肉品加工厂项
目，为宝洲街屠宰场搬迁创造条件，但由于种
种原因，始终未能按计划进行。

“屠宰场属于全市配套项目，可能需要重
新规划选址。”在当年的建议中，赖忠惠再次
提出了“异地搬迁”之策。

市农业农村局畜牧兽医科相关负责人记
得，当年宝洲街屠宰场的整改从未停歇，而新
的屠宰场地的设置规划，也同步进行中。“根
据泉州市牲畜屠宰行业发展规划，宝洲街屠
宰场属于拟关闭的屠宰场，但周边屠宰场的
建设前期工作也要进行，届时方能辐射满足
中心城区的肉品供应。”上述负责人表示。

为民谋
提出“异地搬迁”之策

2岁男童经常吃不饱
确诊“小胖威利综合征”

吃成了“小胖子”
还是觉得吃不饱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王女士（化
名）的宝宝维维（化名）出生后，不爱哭、
不爱闹、不爱动，抚养起来好像很省事。

但是，有一件事情却让王女士很烦
恼，宝宝太难喂养了——胃口不好，吃奶
没力气，好像不知道怎么吞咽。王女士不
得不用勺子或其他方式喂养，以至于孩
子营养状态差，甚至严重营养不良。

此外，维维还没什么力气，该抬头
的时候抬头不稳，站坐、翻身都困难。当
地医院诊断为“发育迟缓”，经过喂养、
康复干预治疗，症状几乎没改变，这令
王女士很着急。

不久，维维突然变得食欲好、食量
大，这让王女士喜出望外。然而，她很快
发现维维有点不对劲，孩子不仅一直吃
不饱，而且，吃进去的东西，就像吹气球
一样，把他“吹”成了小胖子。

王女士还发现自己皮肤不白，可是
孩子皮肤异常白皙，眼睛圆圆的像小杏

仁；嘴巴小小的，上唇薄，嘴角向下，像
小鱼嘴；头发又黄又稀疏。

最近，王女士带着2岁的维维来到
医院，经过细致和全面的发育评估，通
过完善代谢及基因甲基化PCR检查，
最后确诊维维为罕见病——小胖威利
综合征。

一种遗传性疾病
易导致严重肥胖

泉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内分
泌科副主任医师袁高品介绍，小胖威利
综合征患儿在婴儿时期喂养困难吃不
饱，营养不良；长大了没有饱腹感，吃不
饱，严重肥胖。

小胖威利综合征是一组由基因组
印记异常引起的遗传性疾病，患者因为
父源染色体15q11.2-q13区域印记基
因的功能缺陷所致，引起复杂的表现，
影响包括食欲、发育、代谢、认知和行为
等身体的各个方面。

小胖威利综合征临床表现复杂多
样，而且随年龄而变化。在胎儿期多数

表现为胎动减少，出生时臀位产；出生
后肌张力低下，抱的时候感觉孩子软绵
绵的。由于肌张力低下，导致喂养困难、
不爱哭、不喜动，运动、语音发育落后。
患儿一般在1岁前后逐渐食欲好转，出
现食欲旺盛却吃不饱的现象，体重直线
上升，导致严重肥胖。

这类病极易误诊
早诊早治是关键

由于病态的肥胖，此类患儿还会出
现肥胖相关问题，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因此，家长们必须严格监控管理
“小胖威利”宝贝们每天的饮食搭配和
进食量，如果不加以控制，放纵孩子们
毫无节制地暴食，最终胃可能会被食物
撑破，或者出现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
以及心肺功能衰竭等一系列致命性的
肥胖并发症。

因此，有上述特征的患儿，家属应
及早带患儿就诊，早期诊断、早期干预，
对于改善其生活质量，预防严重的并发
症和延长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沼婢）9月
20日是第35个“全国爱牙日”。坚固的
牙齿不仅关系到饮食，更关系到健康和
心情。那么如何固齿呢？老中医林禾禧
建议大家试试叩齿。

我国古代养生家强调“齿宜常叩。”
隋代巢元方说：“鸡鸣时，常叩齿，三十
六下，长行之，齿不蠹虫，令人齿牢。”
《养生要集·中经》说：“齿、胃之窃也，朝
朝琢齿，齿不龋。”《红炉点雪》云：“每日
清晨，或不拘时，叩齿36遍，则气自固，
虫蛀不生，风邪消散……叩齿不绝，坚
牢无病。此虽近易，亦修养中至要者
也。”这说明了我国医学在很早以前对
叩齿保健已有研究。

现代研究表明，经常叩齿，可以产
生生理的良性刺激，促进牙床、牙龈
的血液循环，改善牙龈组织的营养，
使牙齿变得坚固而有光泽，并能延缓
老年人的牙齿松动和脱落。叩齿是一
种不需任何器具，简便易行的传统运
动养生方法，近代日本人把叩齿列为

“养身十六宜之一”。
林禾禧介绍，叩齿是传统运动养生

方法。叩齿时应排除杂念，放松思想，
口唇轻闭，然后上下牙齿有节律地互
相轻轻相击，每次连续叩齿36次或72
次，早晚各一次。叩齿后，口腔的唾液
慢慢咽下。以强肾固齿的健身方法，对
维持人体身心健康却有意想不到的效
果。他提醒大家，叩齿养生必须日日坚
持，日久方能见效。

牙齿想要更坚固
学学中医小妙招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生理机能逐渐
减退，表现为肌肉力量的减弱和关节活动度
的下降。然而，科学研究已经证实，运动是延
缓衰老、保持身心健康的有效途径。对于老
年人来说，科学地进行运动至关重要。那么，
老年人应如何科学运动呢？福建疾控为大家
科普。

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老年人在选择运
动项目时，需要充分考虑自身的身体状况、
兴趣爱好以及运动环境。

推荐选择安全且适宜的运动，例如太极
拳、哑铃锻炼、慢跑或散步等。这些运动项目
不仅易于学习，而且对关节的冲击较小，更
适合老年人的身体条件。

掌握正确的运动方法。老年人在运动
时，应做好充分的热身和拉伸放松工作，并
确保保持正确的姿势和动作。这样可以有效
预防运动损伤、减轻肌肉酸痛，同时增加关
节灵活性，提高锻炼效果。

注重运动的科学性。在制定运动计划
时，老年人应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目
标进行个性化定制，确保计划既安全又有
效，且符合个人需求。

计划应循序渐进地增加运动强度和
时间，并合理控制运动量，以避免过度疲
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体育锻炼和久坐
行为指南》，老年人每周应进行至少 150
至 300 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 75
至 150分钟的剧烈运动，以达到最佳健康
效果。

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养成良好的运动
习惯对老年人来说至关重要。将运动融入日
常生活，例如固定时间散步、晨练，或参加运
动课程、加入运动团体，不仅能使运动变得
更加愉悦和有意义，还能增强社交互动，提
升生活质量。

□融媒体记者 张沼婢 通讯员 阳丽君

老人“迈开腿”
牢记这些注意事项

2岁的维维（化名）近两年每天都不停吃东西，好像永远吃不饱，家人觉得奇怪，带他来到泉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
内分泌科进行检查，竟是得了“小胖威利综合征”。医生提醒，“小胖威利综合征”是一种罕见的基因组印记疾病，临床表现
复杂多样，早诊早治有望提高生活质量。 □融媒体记者 张沼婢

宝洲街生猪屠宰场已成为历史宝洲街生猪屠宰场已成为历史（（本报资料图片本报资料图片））

老年人运动要注意方式方法老年人运动要注意方式方法（（CFPCFP 图图））

泉港区新建标准化机械化牲畜定点屠宰加工厂主体结构已封顶泉港区新建标准化机械化牲畜定点屠宰加工厂主体结构已封顶（（张彬彬张彬彬 林弘梫林弘梫 航拍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