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民生服务2023年12月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潘 燕 □视觉设计：黄嘉琳 □版面校对：邓斯奇

地址：玉林市清宁路290号

玉林市妇幼保健院

妇幼健康课堂

一、什么是艾滋病病毒（HIV）、
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

HIV 是一种逆转录病毒，它主要
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HIV感染者指
已经感染HIV病毒但没有发病的人，
无临床症状和体征，但HIV感染者携
带有病毒，具有传染性，隐匿性强，是
最危险的传染源。一旦HIV感染者的
免疫功能降低到一定程度，而不能维
持最低的抗病能力时，则会出现艾滋
病相关症状和各种机会性感染，进而
成为艾滋病患者。

二、HIV传播途径有哪些？

1.血液传播。血液传播是艾滋病
的重要传播方式，如果被输入含有
HIV 的血液，或使用了含有 HIV 的血
液制品，比如跟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
头，就有可能被传染艾滋病。

2.性传播。性传播是艾滋病目前
最主要的传播方式，HIV 存在于精液
和阴道分泌物中。性生活可能会造成
皮肤黏膜破损，HIV 可以通过皮肤黏
膜破损处，造成感染。

3.母婴传播。是指由感染了 HIV
的孕产妇在妊娠期、产时、哺乳期将
HIV 病毒传给孩子，也被称作垂直传
播。

三、艾滋病母婴传播可以避免吗？
尽管艾滋病的母婴传播不能完全

避免，但通过早期筛查、诊断、及时药
物干预，产时注意避免侵入性操作，为
艾滋病暴露儿童提供治疗，可以极大
程度减少艾滋病的母婴传播。

四、我国对HIV感染女性所生婴
儿的喂养建议

提倡人工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杜
绝混合喂养。

五、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儿童
的早期诊断时间：

1.出生后 48小时和 6周、3个月时
抽血送HIV病毒核酸检测；

2.宝宝在 12、18月龄随访筛查：进
行艾滋病抗体筛查及必要的补充试
验。

六、国家优惠政策：

1.免费为孕产妇在孕期提供一次
艾滋病、梅毒、乙肝两对半检测。

2.免费为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抗病
毒阻断治疗。

3.免费为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提供
病毒载量、CD4检测。

4.免费为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
儿童抗病毒药物治疗和随访至 18 月
龄。

5.免费为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
儿童发放奶粉。

6.艾滋病感染孕妇分娩补助 1000
元。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

近日，记者在玉东新区富林·双泉
雅苑小区看到，一组绿色的箱子特别
吸睛，将原本整洁的小区衬托得更加
亮丽。箱子上面标注着“垃圾分类智
能回收箱”，分设了纸类回收、金属塑
料回收、纺织物回收 3个投放口，并写
有使用教程和提现流程。居民可以通
过微信小程序扫码，待回收箱的仓门
打开后，根据对应的投放口往里投递
废品，回收箱会进行称重，并按照相应

的价格进行计费后便能实时到账及提
现，简单两步就能完成废旧物品的投
递。

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箱吸引了不少
居民围观和体验。小区居民王成思成
功注册了“邕易收”小程序，亲身体验
了一回“废旧物换现金”的过程。

“自从看到小区有这个智能回收
箱，我就鼓励孩子平时注意把空瓶子、
纸箱等收集起来，趁着周末和孩子一

起拿下来投递。”王成思认为这种有偿
回收服务很好，家里的旧衣服、纸皮、
矿泉水瓶等不仅可以放到这里换成零
花钱，也能让孩子通过收集废旧物品
提高环保意识。

居民陈艳平时也有把不用的纸箱
等废旧物品收集起来的习惯，她说：

“以前我会把废品攒到一定量后再拿
到废品回收店卖，时间一久，家里的角
落里塞得到处都是废品。如今在自家
小区内有了这么便捷的智能回收箱，
不论废品是多是少，随时拿下来就能
投放，这可太方便了！”

“吃”的是废品“吐”的是金钱
玉林70多个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站陆续启用

□本报记者 黄兰萍

家里积攒的纸板

箱、闲置的衣服不知

道怎么处理？近日，

记者走访发现，玉林

城区一些小区内设置

了垃圾分类智能回收

站，扫码、开箱、投递、

自动称重、实时结算

金额，垃圾瞬间变现，

居民对此表示赞赏。

一位居民带着孩子将矿泉水瓶投进智能回收箱。

在玉东新区奥园康城小区内，记
者找到了一个垃圾分类智能回收屋，
屋内的一架子上、地上放满了大大小
小的袋子，主要以旧衣物为主。

“为了满足不同社区的多元化需
求，垃圾分类智能回收站分为回收箱
和回收屋。回收箱占地面积小，通过
自动称重，在小程序上实时结算金额；
回收屋占地面积相对要大一些，居民
把废品放到回收屋，由工作人员收回

去后进行分类结算，约一个星期到
账。”广西循环集团相关负责人梁经理
介绍，从今年下半年开始，该集团陆续
在玉林城区一些小区建设垃圾分类智
能回收站，目前已建成 70多个，有小部
分新建的回收站还在进行称重控制器
校准，预计12月底完成。

梁经理说，密集布局回收站，就
是希望居民能把日常垃圾进行分类，
做好源头处理工作，居民在投递这些

废旧物资时还可以获得“环保金”，吸
引 和 鼓 励 更 多 人 积 极 参 与 环 保 事
业。“现在每天从垃圾分类智能回收
站收回的废旧物资约有 300公斤。”他
告诉记者。

居民还可以通过小程序查看到自
己的回收箱订单、环保金收益、减碳积
分、环保勋章等内容。工作人员可实
时掌握各回收站情况，了解市民投放
量，便于及时收运处理。垃圾分类智
能回收站的投入使用，使居民废品回
收更显智慧化、便捷化、精细化。

每天回收废旧物资约300公斤

居民亲身体验“废旧物换钱”

垃圾分类智能回收屋里堆满了
废旧物品。

消费者：
吃保健品大多是“图个心安”

凌晨二三时，你发了一条朋友圈，感慨自己
要变成“秃头小宝贝”。一会功夫，点赞区找到了
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我熬的不是夜，是自由”，这个网络流行的
段子形象描绘了当下很多年轻人的真实生活。

“根据日常规律作息的标准，超过23时因具
体事务，如工作、学习、游戏等，在自愿或非自愿
的情况下，仍未进入睡眠状态的现象，都算熬
夜。”广西医科大学玉林校区、附设玉林卫生学校
内科主治医师俸善美表示，熬夜对人的影响很
大，包括大脑受损、消化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
视力下降、皮肤暗淡等。一旦经常性熬夜，伤害
更大。

经历熬夜后，大多数人的身心作出反应，下
意识地想做点什么。此时，食用保健品成了首
选，以达到“以形补形”目的。

午饭后吃维生素B、越橘精华，晚上吃叶黄
素，这是 80后陈歌（化名）每天在吃的保健品。
她表示，因为自己高度近视，几年前就入坑了护
眼明目类的叶黄素，“就是一种心理暗示吧，觉得
吃了总比不吃好。”后来，她的保健品清单更长
了，前一阵子还加购了钙片。

25岁的黄伊（化名）是一名美容师，白天工
作强度大，觉得下班后的时间才属于自己，回到
家会看剧、刷视频，有时哈欠连天了还不愿意休

息。“我每天都会吃维生素C、维生素B、葡萄籽等
保健品，身边也有不少朋友是这样，大家还会相
互‘种草’。”小黄表示，虽然感觉不出效果，但是
心理上得到了安慰。

建议：
保健品不能替代良好生活习惯
记者登录国内几家知名的电商平台看到，保

健品种类繁多且销量火爆，排名靠前的几款保健
品的价格在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面对消费群
体的年轻化趋势，商家也纷纷在产品设计、细分
品类上发力，精准对标适用人群。

“每月花费一两百元，自己也能承担，就坚持
吃了。”黄伊说自己是“夜猫子”，抱着“吃保健品
或许能回点血”的想法试试看。

那么，靠吃保健品真的能“回血”吗？
“保健品不能替代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而

且保健品并不适合所有人群。”俸善美坚持这一
观点。

俸善美表示，消费者在选择一款保健品之
前，必须要认真做好功课。“首先要明确是什么样
的保健品，是偶尔补还是长期补，并不建议长期
过度补充某一种营养。”她认为，养生首选非口服
保健品的方式，吃保健品只能达到一定的调理作
用，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最重要。

“如果是因为工作无法避免熬夜，建议尽量
在白天补觉，保证充足的睡眠。”俸善美表示，熬
夜透支身体后，补充睡眠是最好的“回血”方式。

一边疯狂熬夜“为自由”，一边狂补保健品“要保养”

这样吃保健品，真管用
□本报记者 林冬冬 实习生 宁春霞

当前，健康保健相关产
品市场需求提速，不少 80
后、90后坐稳“养生C位”，扛
起养生产品的消费大旗。年
轻的“养生达人”一边疯狂熬
夜“为自由”，一边囤积保健
品“要保养”。这样的“危机
公关”有多大用处呢？

▶不少年轻人热衷于囤积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本报容县讯 近年来，容县市场
监管、教育等部门高度重视校园食品
安全工作，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
任”要求，不断提升校园食品安全监管
水平，全面实施“日管控、周排查、月调
度”工作机制，按照“试点先行，重点突
破，因地制宜，逐步推进”的原则持续
推动学校食堂创建无水厨房（指食品
处理区后厨地面干净整洁无积水），不
断提升餐饮质量安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加强
食堂食品安全管理，须对食堂后厨进
行规范。容县市场监管局会同县教育
局因地制宜，指导学校从“厨房改造、
定点清洗、规范运送、及时清洁、日常
维护、加强培训”等六个方面对厨房进
行升级改造。硬件上，通过采取使用
内进内出的清洗池，调整天花板坡度，
减少凝结水滴落；操作台设置挡水边，

置物架增设盛水托盘，有效控制水外
流；软件上，加强员工培训，做到毛巾、
拖把及时擦净，每天工作结束前，全方
位清洁，让地面干燥不湿滑。

同时，通过“互联网+明厨亮灶”实
现 24 小时全天监控，食品监管人员、
学校师生都可以通过App做到网上实
时监督，为师生“舌尖上的安全”筑牢
防线。

据悉，容县高中、容县中学食堂无
水厨房已通过上级初步验收。容县市
场监管局将继续通过指导学校总结提
升经验，组织召开全县校园食品安全
工作（无水厨房建设）现场推进会，以
点带面推广无水厨房，持续推进餐饮
质量安全提升行动，积极促进校园食
品安全持续健康发展。

（何龙范 黄丽霞）

容县

推进学校食堂无水厨房建设

本报北流讯 11月底，北流市大里
镇古红村村民黄海家里栽培的食用菌
平菇喜获丰收。一排排菌棒整整齐齐
地摆放在闲置的房间、客厅、楼道、走
廊的木架上，一朵朵平菇菌破袋而出，
娇嫩新鲜、长势喜人。几个工人有的
采摘，有的包装，有的搬运装车，准备
送往玉林宏进批发市场。

黄海是一名退伍军人，在科技特
派员指导下，他学会了平菇栽培技术，
之后利用自己家中闲置的房间、楼道、
走廊等种植平菇。平菇的菌棒原料为
甘蔗叶、稻秆、豆腐渣等，将原料粉碎

后按一定比例经发酵形成营养料，装
入加有 5 公分口径的塑料密封袋里
面，再在接菌种箱接上菌种，20 至 30
天即可出菇。

据了解，每 5000 公斤甘蔗渣、水
稻秸秆废料可做 5000个菌棒，成本约
6000 元，产菌 5000 公斤左右，也就是
一公斤料可以产一公斤菇，如果种得
好可以达到 1:1.5 的产出比。利用水
稻秸秆、甘蔗叶栽培食用菌，不仅可以
变废为宝，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还可
以降低桔秆的焚烧率，减少空气污
染。 （陈军 张海）

变废为宝

秸秆“长出”食用菌

黄海在查看平菇生长情况。

垃圾分类智能化好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