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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稳岗位、 促就业， 一直以来都是工会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近年来， 首都各级工

会拿出了不少真招、 实招完善就业服务工作。 让职工就业有岗位只是第一步， 如何通

过工会的服务， 让他们能安心工作同样重要。 为消除新入职职工的焦虑， 切实增强新

职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工会通过一系列贴心活动， 带领新入职职工开启一段

崭新的航程。 为助企业稳岗留工更有力度， 工会通过提供心理辅导、 技能提升、 权益

服务等 “一站式” 稳岗服务， 提升职工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首都各级工会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战略部署， 找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

切入点，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深入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和工会

改革， 加快工会数智化建设步伐； 围绕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一重大任务， 用心

用情做好维权服务工作， 持续推进工会驿站等服务阵地建设， 努力为广大职工提供精

准、 普惠服务……通过多项举措， 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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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实落地
首都工会在行动

工会论坛

工会帮就业 稳岗促发展

正常的枸杞以暗红色居多，
颜色也不会很均匀， 而染过颜色
的枸杞则是艳红色。 正常且优质
的枸杞干燥度好， 每粒基本独立
分开、不会黏在一起。加工过的枸
杞摸起来有些黏手， 而且掉色很
严重。抓一把枸杞在手中捂一会，
或放到塑料袋中密封一会， 然后
闻一下，如果有刺激性的气味，可
能是用硫磺熏制过的， 购买时一
定小心。

【健康红绿灯】

耳屎到底要不要掏？ 这取决
于耳屎的质地。 干性耳屎呈碎片
状，咀嚼、张口、吞咽等面部肌肉
运动时，耳屎会自己慢慢掉出来，
一般不建议掏；但如果是黏稠、油
腻的油性耳屎， 一般不会自己掉
出来，容易成团、变硬，堵塞耳道。
这种情况需要定期清理， 建议到
医院处理。

油性大的耳朵要定期掏

警惕艳红色枸杞

绿灯

红灯

秋秋天天花花粉粉过过敏敏比比春春天天更更严严重重

每年春秋都是过敏人群最难
熬的季节， 仅从花粉浓度来看，
其实春天的花粉浓度实际高于秋
季， 但为什么秋天比春天更难受
呢？

花粉类别 与春季的花粉相
比， 秋季草本植物花粉的颗粒直
径更小， 传播距离更远， 传播速
度更快， 因此致敏性更强。

春季的花粉多是树木花粉，
颗粒较大， 常掉落在地上， 风吹
起后被人吸入引发过敏。 秋季空
气中飘散的主要致敏原为蒿属、
藜/苋科、 葎草属 、 豚草属等花
粉， 多为生长在公园、 路边、 田
间地头的野生杂草， 颗粒小且干
燥， 易漂浮在空中， 让人防不胜
防。

空气干燥 秋季空气干燥且
紫外线较强， 皮肤易流失水分、
屏障功能减弱， 常出现干性湿疹
和过敏性皮炎。

此外， 秋季也是室内过敏高
发期， 这主要跟缺乏通风， 造成
室内尘螨、 皮屑过多， 引发过敏
反应有关。

霉菌滋生 秋季晨露或降雨
残留、 落叶和腐烂植被有助霉菌
滋生。 当人们接触或吸入霉菌孢
子时， 也易出现过敏。

需要提醒的是 ， 花 粉 症 的
咽部 症 状 常 与 流 鼻 涕 等 鼻 部
症状同时出现， 且好发于呼吸道
病毒同样高发的换季期， 易与上
呼吸道感染混淆， 被误认为是感
冒。

花花粉粉过过敏敏，， 眼眼和和鼻鼻同同时时
被被拖拖累累

花粉过敏症， 很多人常常表
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器官的反
应， 其中鼻部、 眼部症状会同时
出现。

最常见的受累器官为 “眼+
鼻”， 其次是 “眼+鼻+咽+呼吸
道” 和 “眼+鼻+咽”。 因为花粉
颗粒可直接黏附在皮肤或眼结
膜， 沉积在鼻咽部黏膜， 引发多
种表现。

过敏性鼻炎 病变位于鼻黏
膜 ， 可表现为持续不断地打喷
嚏 ， 鼻塞 、 鼻痒 、 流清水样鼻
涕， 甚至伴有眼部瘙痒、 流泪、
灼热感、 结膜充血等过敏性结膜

炎表现， 可持续2周或更久， 且
多数不会自愈。

过敏性结膜炎 表现为眼部
奇痒难忍 、 红肿畏光 、 眼泪黏
稠、 异物感明显， 多伴有过敏性
鼻炎、 咽炎、 哮喘、 皮肤湿疹、
荨麻疹等， 且反复发作。

过敏性皮炎 表现为面部 、
四肢等暴露皮肤上出现红斑、 丘
疹 ， 伴有不同程度的瘙痒 、 红
肿。 如果皮肤上出现风团， 但24
小时内能消退， 可能是荨麻疹。

做做好好33件件事事，， 平平安安度度过过
过过敏敏季季

由于花粉在空气中传播， 很
难做到绝对隔离， 而且过敏受很
多因素影响， 让人防不胜防。

提前用药预防 一般来说 ，
过敏季来临前的 1-2周就要服
用抗过敏药， 比如鼻喷激素、 减
充血剂 、 抗组胺药物等 。 建议
鼻喷激素 、 色甘酸钠滴眼剂提
前 1-2周使用 ； 预防眼痒 、 耳

痒、 喉咙痒等症状， 可提前一周
口服抗组胺药 。 即使已出现症
状 ， 马上规范用药仍可降低过
敏症状。

外出做好防护 在室内时 ，
过敏人群要关紧门窗， 如要开窗
通风 ， 可选择花粉浓度低的清
晨。 如有必要出门， 需戴好口罩
或护目镜 ， 症状严重者可佩戴
“鼻用过滤器 ”， 回家后立刻洗
脸、 洗手、 换衣服， 必要时可进
行鼻腔冲洗。

查看“花粉监测预报” 每天
提前关注 “花粉监测预报”， 注
意花粉浓度播报， 高峰期尽量减
少外出。 此外， 过敏的严重程
度常与气象相关， 比如下雨时
明显减轻 甚至无症状 ， 天晴后
加重。

临床中， 只要尽早就诊、 明
确过敏原、 规范治疗， 过敏症状
都能得到控制。 如果放任不管，
过敏可持续更久， 甚至有诱发哮
喘的风险。

（杨倩）

秋秋意意渐渐浓浓 预预防防过过敏敏

秋风习习， 送走盛夏， 当我们感叹秋
高气爽的好天气时， 殊不知， 对于过敏人
群来说， 流鼻涕、 打喷嚏、 眼睛痒、 喘息
等过敏反应给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对
于如此恼人的秋季过敏问题， 我们该如何
正确认识并科学预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