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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爱卫会和环境保护部等联合发文

着力改善贫困村人居卫生条件
本报记者李军北京报道 到

2020 年底，所 有 贫 困 村 达 到 人 居
卫 生 条 件 标 准 ，基 本 消 除 人 居 卫
生 健 康 隐 患 ，大 幅 度 减 少 人 居 卫
生 条 件 恶 劣 导 致 的 疾 病 发生率，
促使农民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
习惯。住建部、全国爱卫会办公室
和环境保护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发
文，着力改善贫困村人居卫生条件，
减少因人居卫生条件恶劣致病致贫
现象的发生。

据了解，当前建档立卡贫困村
人居卫生条件十分落后，粪便暴露、
人畜混居、饮水不洁、垃圾乱扔等问
题非常严重，是贫困村村民致病致
贫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多部门

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改善贫困村人
居卫生条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解
决威胁农民群众身体健康的人居环
境突出问题，稳步提升贫困村人居
环境水平。

下一步，住建部、全国爱卫会和
环境保护部 等 部 门 将 重 点 消 除 人
畜粪便暴露，推进人畜分居，改善
农村饮用水条件，治理农村垃圾，
提 升 基 本 居 住 健 康 条 件 。 此 外 ，
各 部 门 将 明 确 责 任 分 工 ，加大支
持力度，改善人居卫生条件涉及的
农村危房改造、农村饮水安全、农村
节能减排等中央资金向贫困地区倾
斜；加强宣传教育，开展工作检查和
评估等工作。

江苏省海安县白甸镇 80 后研究生周伟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利用植物
生长计算机控制系统、智能感应系统等现代农业技术，设计了一种全新的农
业生产模式——立体式气雾栽培系统。通过气雾栽培，使农作物生长在无
污染的气雾中，摆脱了传统农业生产对土地、气候等的高度依赖，达到有机、节
能、环保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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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致病因素清除致病因素 防范汛后疫情防范汛后疫情

七月下旬、八月上旬，北方进入主
汛期。高温潮湿的季节特点，给细菌等
微生物的滋生创造了生长环境，容易导
致痢疾、肠炎、霍乱、疟疾等疾病的发生
和传播。专家表示，汛期应提高饮水、
食品、环境的卫生条件，消除传染病发
生的危险因素，提高公众防范各种疾病
的健康常识，保护重点人群，以降低环
境卫生风险。

汛期各种诱发因素增
多，易引起多种疾病的发生

洪涝灾害发生后，由于饮水饮食卫
生状况恶化、环境污染、病媒生物孳生、
人群接触机会增加及抵抗力下降等因
素影响，容易引发各种传染病。

中国疾 控 中 心 传 染 病 预 防 控 制
处 研 究 员 张 静表示，洪涝灾害期间和
之后最常发生的 传 染 病 有 肠 道 传 染
病 ，如 霍 乱 、细 菌性痢疾、伤寒、副伤
寒、手足口病和其他感染性腹泻等；虫
媒和动物源性 传 染 病，如钩体病、流行
性出血热、疟疾等；寄生虫病，如血吸虫
病；皮肤疾病，如手 、足 、股 癣 和 皮 疹 、
湿疹。

她还表示 ，在 居 民 安 置 点 ，由 于
人 群 密 集 ，人 体 抵 抗 力 下 降 ，有 可 能
发 生 呼 吸 道 传 染 病 ，如流行性感冒、
肺结核等。

雨季也是皮肤疾病发病的高峰期，
这主要是因为气温高及空气湿度大等
气候特点导致的。因为高温、潮湿的气
候条件，易引起某些致病真菌的繁殖，
或导致霉菌、螨类的过敏发生。

如果居处环境较为潮湿，或者在涉
水、淋雨过后，过敏性皮肤病、感染性皮
肤病等均易发生。自觉症状主要表现
为皮肤瘙痒，有些过敏性皮肤病接触雨
水、污水后易加重。如果原本皮肤就较

为敏感，在“七下八上”的时候，更要特
别当心，避免蹚水淋雨，一旦涉水后应
及时清洗皮肤。

洪水过后，应彻底清理环
境，并开展心理疏导等工作

“根据以往经验，洪水退去一星期
左右是传染病暴发的高峰。”解放军第
302 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
副主任秦恩强教授建议，从不同的传播
途径采取不同措施。如肠道传染病，最
主要的预防措施就是不喝生水，保障饮
用水的洁净卫生；病媒传染病，最重要
的是清理灾区堆积杂物、排干积水，消
除病媒的滋生原地。

7 月 29 日 ，中 国 疾 控 中 心 更 新 了
《洪涝灾害饮水卫生和环境卫生技术指
南》，其中也指出，汛期洪灾后环境卫生
风险主要是过水后存留的大量淤泥、生
活垃圾，厕所 停 用 造 成 粪 便 的 存 留 和
溢 流 。 因 此 ，需 要 制 定 针 对 性 防 控
措施，重点是临时安置点的厕所建设
和管理，粪便和垃圾的处理以及开展消
杀工作。

《指南》中还强调，自然灾害后期，
应对室内外进行彻底的环境清理，改善
环境卫生，做到先清理、后消毒、再回
迁，尽最大可能消除导致疫病发生的各
种隐患。

国家卫计委还要求，加强食品卫
生、饮用水卫生、公共场所卫生和传染
病防治的监督检查，防范食源性疾病和
介水传染病的发生。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专家特别指出，
环境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即使在抗洪
救灾过程中，也应注意环境卫生。洪水
过后，环境中的垃圾较多，应尽快清理，
集中堆放，避免污染水体。同时，特别
提醒公众保持乐观心态。人在洪涝灾
害中容易出现焦虑、抑郁、绝望等不良
情绪，严重的会引起心理疾病。

◆本报记者李军

健康度夏要做到哪几点？

洪涝灾害后，由于环境遭到严重破
坏，地面大量泥沙冲入水中，浑浊度升高，
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以及各种化学
污染物进入水体，极易造成水质感官性状
恶化和有毒物质污染水源。

水源的选择原则是水量充足、水质良
好、便于防护、经济技术合理。选择顺序
是应选择泉水、深井水、浅井水，其次才考
虑河水、湖水、塘水等。

在内涝地区，应划出水质污染较少的
水域作为饮用水取水点；在流动的洪水地

区，应在上游水域选择饮用水水源取水
点，并划出一定范围，禁止在此区域内排
放粪便、污水与垃圾。

退水后尽可能利用井水为饮用水水
源。水井应有井台、井栏、井盖及井的周
围 30 米内禁止设有厕所、牲畜圈以及其
他可能污染地下水的设施。取水应有专
用的取水桶。

集中式的饮用水水源取水点应设专
人看管。

（资料来源：中国疾控中心环境所）

如何选择及保护饮用水水源？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研
究员张静表示，为有效预防暴雨洪涝灾害
后传染病疫情、食源性疾病等危害居民健
康事件的发生及流行，保障居民身体健
康，应注意做到以下几点：

1、饮用水卫生。不喝生水，只喝开
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装
水器具必须干净，并经常倒空清洗；对临
时的饮用井水、河水、湖水、塘水等，一定要
进行消毒；混浊度大、污染严重的水，必须先
加明矾澄清后再消毒。自来水水管或水龙
头如被污染，退水后应充分清洗管路。

2、食品卫生。食物要煮熟煮透，生
熟分开，餐具须清洁并消毒后使用；不吃
腐败变质或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淹
死、病死的禽畜和水产品；不到无卫生许
可证的摊档购买食品。

3、环境卫生。对室内外环境进行彻底
清理，做到先清理、后消毒、再回迁。排除积
水，清除污泥和垃圾杂物；打开门窗，通风换
气，清洗家具，清理室内物品，必要时对房

间墙壁和地面进行消毒；整修厕所，清刷
卫生间，修补禽畜圈。不要随地大小便，
粪便、排泄物和垃圾要排放在指定区域。

4、病媒生物控制。在居所内安装纱
门、纱窗、蚊帐等防蚊、蝇设施；抗洪值守
人员应配备防蚊帽、穿长袖衣裤，裸露部
位可喷涂驱避剂。应使用高效、安全的抗
凝血杀鼠剂灭鼠；灭鼠后及时搜寻死鼠，
集中深埋或焚烧；灭鼠时，应在居民安置
点喷洒杀虫剂，消灭离开鼠体的游离蚤等
寄生虫，做好鼠虫并灭。蚊蝇鼠等病媒生
物异常增多时需及时报告当地政府部门。

5、手部清洁。不用手，尤其是脏手
揉眼睛。每个人的毛巾
与脸盆应单用。如果不
得不与急性出血性结膜
炎（俗称红眼病）病人共
用脸盆，则应让健康人先
用，病人后用，用完以肥
皂将脸盆洗净，并常用消
毒剂浸泡消毒。

■延伸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