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食，中医也称之为积滞或食积，属
于一种脾胃病证，常见于小儿。如果孩子
忽然胃口变差、口气臭、舌苔变厚腻、呕
吐、腹泻、大便有没消化完的食物残渣，
婴儿甚至会出现睡不踏实、又哭又闹的
情况，这些其实都是积食的表现。

“西医将积食称为功能性消化不良，可
以分为单纯上腹痛综合征（EPS）或餐后不
适综合征，前者症状多为上腹部疼痛和灼烧

感，经常发生在空腹状态下。”陈江木说，后
者则是在吃完东西之后，明显感到胃部不
适、嗳气、恶心等，而且病情反复，经常发作。

消化不良的发病原因十分复杂，还
没有准确的定论，目前普遍认为和胃动
力下降、胃十二指肠内脏神经过于敏感
以及精神心理障碍等因素相关，所以当
人压力过大或处于焦虑紧张的情绪时，
也会诱发消化不良。

人为什么容易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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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居民和新泉州人人口各占50%，这个0.65平方公里的社区，让人来了就不想走——

鲤城石崎社区：以人为本绘就和谐幸福图
位于鲤城区金龙街道的石崎社

区，原为一个自然村落，元末明初时蒙
古后裔金氏徙迁居此，随着延陵吴氏
族人大量迁居开发经商，商贸活动活
跃，后来又有其他姓氏居民陆续迁居，
自古就是一个不同地域的人口涌入融
合的地方。如今在这个本地居民与新
泉州人融合的地方，社区始终坚持把

“C位”让给社区群众，让新时代城市建
设者“流入”变“融入”，细致入微地编

织着每一份“民生福祉”，让
“小社区”绽放“大能量”。

“办事不出社区，服务送
上家门，老少参与活动”，是石
崎社区为民服务的常态。社区党
委通过党建引领，探索“四齐”工
作法，充分根据辖区实际和居民
需求，提升建设“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
所居”“居有所安”等“六有”功能为
一体的社区“党建+”邻里中心，拓展
灵活就业互助项目、诚信超市等特色
服务，切实打通网格“微治理”服务群众
的“最后一米”。

党建引领，一网治理“齐”步走。石崎
社区共划分为7个二级单元网格和4个三
级责任网格，邀请党员志愿者、中心户长、
物业工作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等担任网格
员，分布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充分了解社区
邻里的大小事。通过整合民政、城管、环保、司
法等众多功能，形成统一规范、融合发展、高效
运营的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将辖区各种资源
力量拧成“一股绳”。

载体搭桥，三大引擎“齐”驱动。社区“党建+”
邻里中心建成后，通过解忧信箱、心愿墙等“作用发
挥载体”收集问题，厝边会客厅、民情接待站等“诉
求化解载体”调解矛盾，党群回音壁、社区大屏等“宣
传反馈载体”落实情况。三大载体齐驱，“为民解忧”。

着眼民需，六种服务“齐”推进。社区“党建+”邻里
中心提升后，便民服务大厅和政务一体机让居民实现

“一站式”事项办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小屋和24
小时售药机，满足居民家门口的就医用药需求；书法室、
南音室、邻里文化广场等空间，让不同爱好的居民有了聚
而论艺的文化活动场所；诚信超市、共享厨房及15分钟生
活服务圈中的菜市场、商超等，方便居民日常食需；老人活动
中心定期开展老年讲堂、义诊义剪等活动，让老人们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科普室、阅览室、儿童之家则成为孩子们的课外
延伸课堂。

共建共享，多元参与“齐”发力。近年来，通过联合辖区7家
党建共建单位、发动各界1000多位志愿者力量，调动社区志愿者
300多名，石崎社区“大党委”汇聚合力广泛开展文明创建、疫情防
控、爱心护学岗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形成常态化、互助式志愿服
务模式，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通过一项项暖心惠民服务，石崎社区“党建+”邻里中心努力搭建
党群融洽、共治共建、邻里幸福的和谐社区，让党群活动既有热度，又
有温度，更有深度。2021至2023年，社区连续三年在金龙街道全面工
作考评中获得第一名，多次获得市、区文明社区称号；2024年获得全市
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党建来引领
一心总为民

回溯历史，这里曾是南安、晋江、
鲤城三地的交汇之处，是商品货物进
入泉州的重要集散地，被誉为泉州新
门外的著名商埠——石崎“货埠街”。
如今，石崎社区不仅保留了这一传统
商业氛围，而且盘活各类空置商铺民
居，推动社区经济焕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

石崎社区是鲤城区江南新
区里一个充满活力与繁华的社
区。一进入社区，首先映入眼帘
的便是那熙熙攘攘、人声鼎沸
的石崎农贸市场。这个江南
新区最大的农贸市场，拥有
400多个摊位，琳琅满目的
商品满足了社区百姓日
常生活的各种需求。侨乡
旧货市场、食杂城专业
市场，为居民提供了丰
富的购物选择。此外，
辖区内工厂企业林
立，沿街商铺和商务
培 训 机 构 星 罗 棋
布，数量多达上百
家，为社区经济
发展注入了强劲
动力。

立 足 社
区实际，石崎
社区以整合
和盘活社区

资产资源为切入点，紧抓不放。2020
年10月，社区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引进
第三方专业机构承包原有的石崎农
贸市场，并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后的
农贸市场摊位增多，附加效益显著提
升，有效提升了资产运行效益。

2023年，石崎社区再次发力，将
石崎安置小区店面26间对外出租，
并对安置小区资产进行整合盘活。社
区还将原有的居委会办公楼进行整
合盘活并对外出租，这些举措进一步
促进了社区年居财收入的增加。

为了确保资产租赁的规范有序
进行，石崎社区通过规范化、合同化
建设，明确了社区资产租赁的租期、
租金运行管理等关键要素，不仅防止
了租金流失，还提升了资产租赁的效
率和效益。同时，社区还致力于提升

“党建+”邻里中心的建设水平，丰富
社区服务功能，提升社区服务效能。
通过吸引学校、医院、企业等各类资
源下沉社区，石崎社区成功营造了一
个宜商的大环境，为企业开拓新的发
展空间提供了有力支持，也成为社区
居财稳定增长的收入源泉。

在一系列创新举措的推动下，
2023年石崎社区居财收入同比增幅
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这一成绩不仅
彰显了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也
为未来的发展以及更好地为社区群
众服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营商有优化 社区长发展

正是得益于有效的社
区管理与稳定的经济秩

序，石崎社区居民安居乐业，也吸引新
泉州人前来定居。

每个月的20号，年满60周岁的本
地社区老人都能领到一笔慰问金。今年
80岁的徐玉芳说，那一天好像是社区老
人的“节日”。除了慰问金，当天早上有
义工在共享厨房准备早餐，老人可以免
费体检、理发。不仅仅是每个月的 20
号，每年的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
每一个中国传统民俗节日里，社区都热
闹非凡，邀请老人参与活动，让尊老敬
老的传统美德得以传承。

在石崎，说起花生豆乳，大家都知道
要去张泉平家的店铺购买。这家创立于
1947年的社区老字号，如今已传至第四
代。现年64岁的张泉平当过兵学过厨，曾
经是一级厨师、副总厨，现在他回到自己
出生的地方，在菜市场附近经营一个小门
面，守着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大家的生活
水平提高了，社区的泥泞路没有了，以前
徒手花生去皮、打碎等工序改为机械化，
提高了效率。煤炉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
电磁炉。”张泉平说，“石崎人很团结，有
事大家有商有量，谁有困难，也会互相帮
助。在这里生活，很幸福，不后悔。”

“只要房子不拆迁，我就不走。”来自
江西的黄晓波和妻子张文敏20多年前
来到泉州，石崎不仅是他们创业开始的

地方，也是他们不想离开的地方。张文敏
可以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与本地居民交
流，还是一个“石崎通”。夫妻俩2005年
创业开办派克斯箱包责任有限公司至
今，再也没有搬离石崎。张文敏说，她来
到石崎后，遇到了好房东，社区工作人员
对他们很友善，居民对他们也很热情，如
今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去年台风“杜苏
芮”来袭，加工厂四楼的窗户被吹走了，社
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排查到，并协助他们
做好善后工作。他们也将这份来自社区的
情谊传递下去，在社区需要的时候，主动
成为志愿者。他们的产品做工精致，远销
国内外，因此有不少大厂向他们抛出了
橄榄枝，动员他们外迁。但夫妻俩已经习
惯在石崎的生活，哪怕大货柜车进不来
社区装货，他们也愿意再雇一辆小货车
把货品搬运到大货柜车上，从来没有动
过搬迁的念头。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
他们一家在江南新区买房，扎根石崎。

与社区居民贴心，就要在距离上贴
近、感情上亲近、行动上靠近。石崎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吴宗汉说，社区民
情无小事，在社区工作上用心了解民意，
全心全意办好实事，尽心尽力办妥难事，
才能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才能让本地居民愿意住下
来、新泉州人愿意来、更多人慕名而来，
才能使得社区发展更为长远稳定。
（张君琳 吴世攀/文 石崎社区/供图）

石崎社区与辖区泉州市新华中心小学共建石崎社区与辖区泉州市新华中心小学共建，，同学们带着校园里同学们带着校园里
种的菜与社区居民一起包饺子种的菜与社区居民一起包饺子。。

每一个中国传统民俗每一个中国传统民俗
节日里节日里，，社区都热闹非凡社区都热闹非凡。。

社区有温度 群众贴心人

10月，各地陆续入秋。然而福建的
天气还是这么热，蚊子仍然比较多。都
说“秋蚊猛于虎”，防蚊灭蚊很重要，除
了预防登革热，还可防范流行性乙型
脑炎。

乙脑全称是流行性乙型脑炎，又
名日本脑炎，是由乙脑病毒引起的中
枢神经系统急性传染病。蚊子是本病
的传播媒介，其中三带喙库蚊是我国
乙脑的主要传播媒介。

乙脑流行有明显的季节性，主要
集中于夏秋季。人群普遍对乙脑易感，
随着乙脑疫苗的广泛接种，我省的乙
脑发病率已下降到较低水平。

人被带有乙脑病毒的蚊子叮咬
后，大多数人仅产生无症状的隐性感
染，绝大多数成年人可因此而获得免
疫力。

少数人被蚊子叮咬后，经过约
10—15天潜伏期后发病，症状轻重不
一，一般起病急，出现突然发烧、恶心、
呕吐、嗜睡、头痛等症状；两三天后病
情加重，常有昏迷、躁动不安、抽搐、说
胡话、呼吸不规则、颈项发硬等表现。
极重的病例可因脑水肿、呼吸或循环
衰竭而死亡。

多数病例在7—10天内症状逐渐
消失，但有少数严重病例在恢复后
会留有时间长短不一的精神不正
常、智力减退、失语、四肢活动受限等
后遗症。

日常生活中该如何预防乙脑？福
建疾控中心专家为大家支招：

免疫接种。接种乙脑疫苗是预防
乙脑的重要措施，也是目前最有效的
手段。

灭蚊防蚊。提高防蚊灭蚊意识，在
蚊虫密度高峰时期喷洒杀虫剂灭蚊，
重点处理地下室、楼梯背面、盥洗室和
厕所等阴暗潮湿的场所。室内使用纱
门、纱窗、蚊帐、蚊香进行防蚊。

加强个人防护。流行季节时野外
工作和户外活动人员可在身体暴露部
分涂抹驱蚊剂以防止蚊虫叮咬染病。

及时治疗。当被蚊虫叮咬又出现
全身不适、头痛、发烧等乙脑可疑症状
时，及时就医，千万不要延误治疗而导
致严重后果。□融媒体记者 张沼婢
通讯员 王金章

秋季蚊子咬
小心患“乙脑”

一些市民可能会觉得身体不舒服，却
说不出来哪儿不对劲，这种情况，建议挂

“未分化疾病门诊”看看。
未分化疾病，指处于疾病的任一阶

段，基于其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尚不能做
出明确诊断的一类疾病或病症，如乏力、
消瘦与水肿等。

未分化疾病，有以下特征：
1.常以某个或多个症状、体征或辅助

检查异常反复就诊。
常见的症状有乏力、消瘦、水肿、麻

木、头晕头痛、耳鸣、口干口臭、胸闷、咳
嗽、心悸、便秘、腹痛、关节疼痛等。

2. 查体与辅助检查多正常或轻度
异常。

常因躯体不适就诊，但针对症状进行
相关体格检查或辅助检查的结果却无明
显异常。

3.暂无法归因于明确的器质性疾病。
检查常常无法或不足以解释症状或

体征的严重程度。

4.常合并心理问题。
往往表现为慢性、波动的身体不适

感，出现症状的原因可以躯体为主，也可
以精神心理为主，或两者兼有。

5.可能与个体长期共存。
常因无法找到相应的病因令患者更

加痛苦，进而反复就医、重复检查。
福医大附二院全科医学科门诊主任

医师、“未分化疾病门诊”专家陈小青提
醒，如存在以下一种或多种症状困扰：乏
力、疲倦、消瘦、水肿、呼吸困难、心悸、晕
厥、腹痛、头昏、腰背痛、咳嗽等，甚至只是
说不清、道不明的某个部位不适，又暂不
明确具体原因，可前往“未分化疾病门诊”
就诊咨询。

□融媒体记者 张沼婢 通讯员 黄春燕

身体不适却不明原因

可挂“未分化疾病门诊”咨询

节后消化不良？

四招让胃肠“满血复活”
国庆假期很快就过去了，而期间暴饮暴食造成的营养失衡、疾病等不适症

状却在节后找上门了。假期如果食用油腻食物过多，不节制饮食，会加重肠胃负
担，导致一系列消化系统疾病。那么，该如何调整饮食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陈江木为您支招。 □融媒体记者 张沼婢

对于消化不良患者，如何让胃肠“满血
复活”？陈江木建议大家注意以下四个事项：

一、多吃助消化食物。节后应多补充
膳食纤维，如麦片、蔬果等，促进肠道蠕
动和吸水膨胀。也可以吃点山楂、陈皮，
其中山楂有活血助消化的作用，尤其是
对于肉食油腻导致的积滞效果较好，陈
皮可以理气，配山楂可增强助消化效果。

二、少吃多运动。为避免消化不良，
节后要尽量少吃多动。运动不仅能改善
腹腔脏器的血液循环，还能促进胃肠道
的蠕动，调整整个消化道。

三、揉揉肚子按按穴位。按摩肚子有
助于缓解便秘。按揉时平躺在床上，肚皮
放松，将两只手搭在一起从右下腹开始，
沿着顺时针的方向，绕着肚脐揉肚子。按
摩时一定要轻柔，力量要适中，由轻到
重，微微感觉到腹部发热为宜。一次15分
钟左右，一天可以按揉三次。

四、保持好心态。消化道疾病还是一
种身心疾病，节后记得保持良好心态，避
免因为焦虑、紧张、愤怒、压力等情绪，引
发食欲不振、反酸、烧心、便秘等“情绪
化”反应。

四招稳住胃肠“情绪”

消化不良，哪些情况需要看医生？
当不适症状较为严重，如剧烈腹痛、严
重腹泻等，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或者
症状持续时间较长，且伴有发热、脱水
等异常症状；又或者自行调整后无改
善、症状反复，以及有胃肠道疾病史的。
如果对自身状况不确定，咨询专业医生
更妥。

普通无症状人群要重视胃肠镜体
检，有胃肠病的患者更需注重胃肠镜的
复查。陈江木提醒，胃镜检查也有“保质

期”，建议：
如果没有肿瘤家族史，也没有幽门

螺杆菌和任何形式的萎缩或其他癌变
倾向，做一次胃镜检查后，5年内没有不
适，可以不复查；

胃内有病变或肠化，需在1—2年
内再次复查胃镜；

肠化严重患者，需遵医嘱1年左右
复查一次胃镜；

45岁以上的成年人建议3—5年复
查胃镜，作为常规的体检。

哪些情况需要看医生

吃山楂可解腻助消化吃山楂可解腻助消化。。图为村民在收获山楂图为村民在收获山楂。（。（新华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