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6月12日

电话电话:(:(05910591))8709587095576 版式/林珊责编/蓝旭6
疾病防控·特别报道

“身体恢复得怎样？生
活上还有没有困难？”近日，
南平市顺昌县计生协会工作
人员再次来到郑坊镇计生特
殊家庭杨大叔家中走访。

“多亏了你们帮忙申请
保险理赔，压力小多了！”杨
大叔紧紧握着工作人员的
手感激地说。

此前，杨大叔因骑电动
车摔倒导致右臂骨折住院，
家庭收入来源中断，顺昌县
计生协会及时协助他完成
保险申请，顺利拿到 3000
元理赔金解了燃眉之急。

这一暖心场景，正是顺
昌县深入落实优化生育政
策、用心用情关怀计生特殊
家庭的生动缩影。

创新机制
构建全方位帮扶网络

2024年南平市卫健委
与南平市计划生育协会联合

出台了《关于做好优化生育政
策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顺
昌县迅速响应，制定本地实施
方案，成立人口家庭发展领导
小组，将责任细化到具体岗
位，并建立服务考核机制，确
保政策落地见效。

在具体执行中，“双岗”
联系人制度成为关键抓手
——为每户计生特殊家庭
配备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和
一名基层志愿者，将全县所
有计生特殊家庭纳入全县

优化生育服务政策项目的
扶助保障体系，实现日常沟
通“无缝对接”。同时，建立

“三必到”机制：重大疾病、
重要节日、突发事件时，工
作人员第一时间上门帮扶。

精准施策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针对计生特殊家庭在
经济、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痛
点，顺昌县坚持问题导向，推
出一系列务实举措。

经济帮扶解燃眉：通过
“幸福工程”“金秋助学”等项
目，帮助计生困难家庭发展生
产、子女就学。杨大叔获得的
保险理赔，正是顺昌县为特殊
家庭定制的“计生家庭意外伤
害保险”的生动实践。

健康守护有温度：充分
发挥“4+N”全民健康医防融
合网格化服务体系工作机制
作用，做实做好计生特殊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对高龄、
独居、失能半失能等计划生
育特殊家庭重点人群，提供
生活照料、陪同就医、陪伴陪
聊等市场化服务。

社工小雷在上门为刘
奶奶（化名）监测血压，健康
宣教时，看到刘奶奶正在拖
地，就主动帮刘奶奶打扫了
家里的卫生，并与刘奶奶

“话聊”了很久。切切实实
地为服务对象办实事、解难
题、暖民心，将政策温度转

化为群众获得感。
心理慰藉暖人心：此外

依托“暖心家园”“心理慰
藉援助中心”等平台，还组
织了集体庆生、插花联谊等
活动，帮助特殊家庭走出阴
霾，让“边缘群体”重新融入
社会大家庭。

从“双岗”联系到“三必
到”机制，从经济帮扶到心理
关怀，顺昌县以制度创新为
纲、以精准服务为目，织密织
牢计生特殊家庭保障网。这
一实践不仅落实了优化生育
政策的要求，更彰显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下一步，我们还将进
一步加大对计生特殊家庭的
帮扶投入，不断完善生育支
持政策体系，全方位提升生
育政策服务水平。让特殊家
庭共享发展成果。”顺昌县卫
健局副局长吴美华表示。

（刘伟芳 吴建辉）

南平顺昌：精准施策 让暖心守护计生特殊家庭

□本报记者 朱晓洁
近日，福州的江女士（化名）出

现老花症状，在眼镜店验光师的推
荐下，花了将近1000元，配了火爆
网络的数码型镜片，没想到不仅未
缓解眼疲劳，反而让症状更加严
重。

“戴上新眼镜第一天，眼睛就
酸胀得厉害，眼泪止不住地流，到
了下午甚至头晕想吐。”江女士无
奈表示，因镜片“上方看远、下方看
近”的区域设计与办公电脑距离不
匹配，她不得不频繁切换原眼镜办
公。

在佩戴一个多月后，江女士虽
逐渐适应镜片，但仍需强迫自己

“抬头视物”以避免头晕，“每天像
在做颈部训练，眼睛累不说，颈椎
也跟着疼”。

福建省级机关医院眼科副主
任医师林泰南指出：“数码型镜片
对验光精度、佩戴者用眼习惯要求
极高，若适配不当，反而可能干扰
正常视觉调节。”

数码型镜片引发争议

数码型镜片属于渐进多焦点
镜片，通过同一镜片实现远、近视
力矫正（上方为远用区，下方为近
用区），理论上可减少频繁摘换眼
镜的麻烦。

老花眼患者因眼部调节能力
衰退，需借助外部辅助。数码型镜
片最初正是针对中老年人设计，让
他们无需频繁更换眼镜。目前市
场上主推的防疲劳镜片多为功能
延伸产物，主要适用于眼睛调节能
力不足或较弱的人群。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称以
“常看电脑手机想防眼疲劳”为由
咨询时，销售人员都直接推荐数码
型镜片，但佩戴后会感觉不适。发
帖人年龄多在18至26岁之间。

林泰南强调，18 至 40 岁非老
花眼人群的眼疲劳多由视频终端
综合征或颈椎问题引发，一部分人
需要通过配镜矫正，另一部分人可

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眼药水缓解症
状。

他指出，数码型镜片对验光师
的要求也比较高。“这类镜片就像
给眼睛定制的‘双焦地图’，但如果

‘地图坐标’标错了，使用者只会迷
路。”林泰南解释。部分眼镜店为
追求效率，省略关键步骤，导致镜
片度数与真实视力不匹配，对视力
的损害更大。

眼疲劳需“对症治疗”
而非依赖镜片

林泰南表示，视频终端综合征
多因长期紧盯电子屏幕导致睫状
肌持续收缩（调节痉挛）、泪液蒸发
过快（干眼）、颈部前倾压迫血管，
表现为眼干、头痛、视力波动，严重
者可伴随抑郁、焦虑情绪。

每日屏幕使用超4小时、空调
环境办公、长期佩戴隐形眼镜者为
高危人群。

他强调，缓解眼疲劳需遵循
“阶梯式干预”原则：

基础干预：落实“20-20-20法
则”，即每20分钟看6 米外景物 20
秒；调整电脑屏幕高度至平视下
方15°，减少头部俯仰幅度；使用
加湿器改善办公环境湿度，降低
干眼风险。

医学介入：经眼科检查确诊为

干眼症者，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人
工泪液；存在调节功能异常者，需
通过反转拍等专业训练恢复眼肌
灵敏度。

谨慎配镜：数码镜片仅建议45
岁以上、明确患有老花眼且需频繁
切换远近距离（如同时看电脑、文
件、窗外）的人群尝试，且验配时需
测量近用瞳距、下加光度数等 12
项参数，试戴期不少于3天。

消费者避坑指南

拒绝“万能话术”：警惕“一副
镜片解决所有疲劳”的说辞，先通
过眼科检查明确病因（如干眼测
试、眼位检查）；

规范验光流程：要求商家提供
“散瞳后验光单”，并确认测量“近
用工作距离”等关键参数；

警惕年龄营销：18至40岁人群
若被推荐数码镜片，需反复确认自
身是否存在“老花眼+多距离用眼”
双重需求，避免为“伪需求”买单。

“数码型镜片本质是光学工
具，其价值取决于‘是否用对了人、
用对了场景’。”林泰南强调，眼健
康的根本在于减少屏幕依赖、科学
用眼、定期医学检查，对于普通消
费者而言，与其迷信“高科技镜
片”，不如从放下手机、给眼睛“定
时放假”开始。

千元镜片 为何“防疲劳”变“增疲劳”
渐进多焦点镜片并非人人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