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登革热是经媒介伊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主要由“病人→伊蚊→其

他人”的途径传播。人与人之间一般不会直接传播疾病。登革热病人或隐性

感染者被伊蚊叮咬后，病毒在伊蚊体内经过增殖便有机会传播给人。

1 什么是登革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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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7日讯（记者李欣）为积极帮助餐饮企业解难纾困，日前，海口印发《关于促进海口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依据《措施》，哪些餐饮企业可以申

请补贴？按照什么标准进行补贴？市商务局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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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心桥

我市餐饮企业可以申请哪些现金补贴
市商务局解读《关于促进海口餐饮行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

暑期出行应做好防蚊措施
市卫健委发布登革热防治十问十答

当前，我国已进入登革热高发季节，部分地区相继出现本地或
输入性登革热病例。由于正值暑期出行高峰，市卫健委提醒市民群
众，出行前应了解目的地是否为登革热疫区，旅行期间应做好防护
措施。同时，疾控部门就关注度较高的十个登革热防治热点问题进
行了解答。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符吉茂符吉茂

问：我市哪些餐饮企业可以申请现金补贴？有何标准？

答：①自今年1月1日起，
对符合《海口市商贸企业“升规
达限”培育行动方案》条件的

“升规达限”餐饮企业，每家给
予10万元奖励。

②自今年1月1日起，当年
度营业收入排名前30位，且增
长水平高于全市餐饮行业发展
平均水平，对本市餐饮消费市
场有正向带动作用的餐饮企
业，每家给予10万元奖励。

③规模以上的餐饮企业

自今年 1 月 1 日起，通过自行
发放专项餐饮消费券、折扣
券、消费满减等方式开展促销
活动，实现当年度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 30%以上的可获得 30
万元一次性奖励；增长 20%
（含）的可获 20 万元一次性奖
励；增长10%（含）的可获10万
元一次性奖励。

符合条件的餐饮企业在以
上三种补贴中择其一享受，不
重复奖励。

问：国内外知名餐饮企业首店落地，可获哪些补贴？

答：①自今年 1 月 1 日起，
对在景区、文化体育演出场馆、
交通枢纽、免税商业综合体等
场所新开设门店的国内外知名
餐饮品牌，每家门店给予不超
过 5 万元一次性奖励，同一企
业不超过20万元。

②自今年1月1日起，特色
文化商业街区或商业综合体新
引进知名餐饮品牌首店的，给
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

③国内外知名餐饮品牌新
开设亚洲首店、中国首店、华南
首店、海南首店，自今年 1 月 1
日起对该首店装修支出等实际
投资总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
按照实际装修支出的 30%，分
别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200万元、150万元、100万元的
设立奖励。

以 上 措 施 ①③ 不 重 复
享受。

问：哪些餐饮企业可以申请房租减免？

答：承租市、区属国有企
业资产类经营用房的餐饮企
业，年度租期满 1 年的，租金

减免 2 个月；年度租期 3 个月
以上未满 1 年的，租金减免 1
个月。

问：哪些餐饮企业可以享
受稳岗返还政策？

答：对不裁员、少裁员的
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
政策至2024年12月31日。大
型企业按照企业及其职工
2023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
费的2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
照40%返还。

推行“免申即享”经办模
式，无需企业申报，稳岗返还
资金直接发放至参保企业对
公账户。

问：对“中华老字号”“海
南老字号”餐饮企业有哪些
奖励政策？

答：对2024年以来，被评
定为“中华老字号”称号的本
市餐饮企业给予10万元一次
性奖励；对被评定为“海南老
字号”称号的本市餐饮企业给
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

问：举办餐饮促消费活动可以获得多少补贴？

答：举办美食节、名厨名店
名菜评选、厨王争霸赛等餐饮促
消费活动，其间实现商业零售额
增长超过10%，即按活动实际支
出金额的50%予以支持，单个活

动最高不超过50万元。
通过线上宣传推广，实现

商业零售额增长超过10%的特
色美食和文化商业街区，也可
申请相应奖励。

问：哪些企业可以申请贴息贷款？

答：①营 业 收 入 1000 万
元 以 上 的 大 型 餐 饮 企 业 可
申 请 用 于 自 身 发 展 的 贴 息
贷款，最高额度可达到 1000
万元，贷款期限最长可达到
2 年。

②小微企业划分的餐饮
企业可申请小微企业创业担
保贴息贷款，最高额度可达到
400 万元，贷款期限最长可达

到2年。
③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人员、自主创业农民工等群体
的餐饮行业创业者可申请个人
创业担保贴息贷款，最高额度
可达3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可
达3年。

以上三种贷款按照最高利
率不超过4.85%/年，以实际利率
的50%给予财政贴息。

我国人群普遍易感，不分年龄、性别和民族。登革热病毒在人体的潜

伏期为1—14天，但也有部分人不发病（称为隐性感染者）。

2 哪些人易感染上登革热?

登革病毒共分为4个血清型，感染后对同型病毒有持久免疫力，但对

不同血清型病毒感染不能形成有效保护。因此，登革热患者痊愈后，还可

能会感染上由另一血清型病毒引起的登革热。

3 登革热患者痊愈后是不是具有免疫力?

登革热是一种蚊媒传染病，其传播流行与蚊种和蚊密度有关，流行季

节常是天气温热、蚊虫孳生的季节，一般在每年的5—11月，高峰期在7—

9月。

登革热可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远距离传播。

4 登革热的高发季节是什么时候？

由登革热引起的发烧一般是高烧，并伴有畏寒现象，体温可在24小时

内达39℃以上，部分病例发热3—5天后体温降至正常，1—3天后再度上升。

此外，感染登革热后，患者面部和四肢会出现充血性皮疹或点状出血

疹，脸部、颈部、胸部皮肤潮红，强烈的头痛、肌肉关节痛或骨骼痛等症状，

通常感觉疲乏无力，或有恶心呕吐、腹痛及腹泻等表现。

5 登革热发病时的症状有哪些?

目前还不能通过注射疫苗预防登革热。

6 有预防登革热的疫苗吗?

目前尚无特效抗病毒治疗药物被证明适用于登革热，临床上主要采

取支持及对症治疗措施。治疗原则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防蚊隔

离。重症病例的早期识别和及时救治是降低病死率的关键。

7 如何治疗登革热?

影响预后的因素包括患者年龄、基础疾病、严重并发症、既往感染登

革病毒史等。登革热是一种自限性疾病，通常预后良好。

8 患上登革热，预后如何?

如果确诊为登革热，需要在医院进行防蚊隔离治疗，以免被蚊子叮咬

后将病毒传染给家人或其他人。病程超过5天，且体温自然下降至正常，

并超过24小时及以上可解除隔离。

9 如果确诊为登革热，需要隔离吗?

家里应使用蚊帐，安装纱门、纱窗等物理屏障；适时使用蚊香、电蚊

拍、防蚊灯等装备，还可以用杀虫喷雾剂等进行化学灭蚊。

在登革热流行的时候，避免早晚在树萌、草丛、凉亭等蚊虫较多的地

方逗留过久；外出活动时应穿长衣长裤，如果有外露皮肤，可以喷涂防蚊

药剂。

10 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本报8月17日讯（记者李云川）

“派出所没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都

是些琐碎小事，派出所的工作就是为

老百姓解决问题。”8月 17日，刚刚被

评为“海南省模范人民警察”的万宁

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90”后所长滕

凯彪说道。

在群众眼中，滕凯彪是一位热心

为民的“服务员”。今年辖区内一名

考生的父母阴差阳错将孩子户籍搞

错，导致该考生无法报名参加高考。

考生家长向派出所求助后，滕凯彪一

边耐心地向他们讲解相关政策，一边

指导他们办理手续，及时协助他们解

决了难题。

在滕凯彪的组织下，警务队下沉

到社区开展工作，遇到如邻里纠纷、

夫妻矛盾等比较简单的警情时，社区

民警能第一时间到场调解。由于民

警长期驻扎在社区，熟悉当地群众，

一些家庭矛盾能够及时得到化解。

同时，辖区的涉枪涉爆预防、家庭暴

力预防、交通违法预防等工作均得以

高效推进。

为确保辖区社会治安稳定，滕

凯彪带领民警梳理了全市近 10年共

9000 多名前科人员的资料，并对相

应案件类型进行分类，有针对性地

进行预防，形成常态化“敲打”警

示。同时，派出所制定了 18 种类型

的短信息，对 18 类不同人员进行适

时提醒。这一举措，对已经走上正

途的人员起到鼓励作用，对心存侥

幸的人员则起到警示作用。这种组

合预防的措施收效明显，不但使辖

区发案量大幅下降，也带动万宁市

发案量出现下降趋势。今年以来，

城北派出所辖区出现 164 天刑事警

情（不含电信诈骗案）零发生；盗窃

警情 34起，同比 2023年下降 50%；接

报打架斗殴警情 8 起，同比 2023 年

下降 47%。

8月17日，海鲜大世界的各海鲜档口顾客盈门，不少
市民游客赶在今年开渔后的第一天前来尝鲜。

据了解，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渔民
们再次乘风破浪耕海牧渔，争先恐后撒下了“第一网”。
傍晚，已有不少渔船满载而归。

记者看到，市场上的海鲜品种多样，鲜活生猛。随
着越来越多的渔船作业归来，市民游客的餐桌将会更加
丰盛。 本报记者 苏弼坤 摄

生猛的

万宁市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所长滕凯彪：

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

公安心向党 护航自贸港
全省公安系统模范集体和模范人民警察事迹

主题宣讲进村落
安全知识入人心
本报8月17日讯（记者李欣 特约记者陈创

淼 通讯员蔡翔任）8月 17日傍晚，秀英区西秀镇

荣山寮村的海滩上热闹非凡，秀英区“船声筒”主

题宣讲活动在此举行。活动以文艺演出、安全知

识宣讲、趣味互动等形式，让宣传安全深入人心。

活动中，秀英区“小英说理”宣讲员周佳雨现场

介绍了“运输走私物品”和“套代购”这两种违法行

为，并告知市民渔民规避风险的方法，以及维护权

益的途径。“在海上作业时，渔民朋友应坚决拒绝参

与任何运输走私物品的活动；而市民朋友要学会分

辨套代购等违法行为，向身边的人积极宣传，让更

多的人了解到这些行为的危害性。”周佳雨说道。

“今天的活动既有趣又有用，伴着美丽的落日

欣赏节目，同时也学习到相关法律知识。”市民林

语德表示。秀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区

将继续深化“船声筒”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项目，

持续加大相关政策与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力度。

琼山区开展防溺水
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本报8月17日讯（记者龙易强 特约记者许晶

亮 通讯员王伦）为增强群众的防溺水意识，连日

来，琼山区组织各镇（街）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

活动，通过“巡查+宣传”等方式，加强对各辖区重

点水域的巡查检查力度，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要自觉远离水库、

池塘、沟渠、河流等危险水域。”日前，红旗镇组建检

查组，通过“巡查+宣传”的形式，在辖区各重点水

域查看河道、水库边的安全防护设施，以及防溺水

警示标语等设置情况，确保救生设备放置到位。

同时，该镇组织开展了未成年人防溺水宣传

教育活动和防溺水知识宣传活动。不仅对沿河垂

钓者和周边村庄的未成年人进行“面对面”宣传，还

结合典型案例，向群众详细科普溺水自救和救护方

法、易导致溺水的危险行为等防溺水安全教育知

识，并劝离在危险水域内嬉戏玩耍的未成年人。

“海南鲜品”首次
亮相东北市场
本报8月17日讯（记者雷蕾）8月16日，第二十

三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在长春

市开幕，以“品鉴海南鲜品 共建自由贸易港”为主题

的2024年“海南鲜品”品牌推介活动在此次展会上

举办，这也是“海南鲜品”品牌首次亮相东北市场。

省农业农村厅组织 13家海南企业带去 66款
产品，在农博会上刮起了“热带海岛风”，吸引大批

观众走进海南展区，参观、品鉴、洽谈，有效搭建起

推介平台，推动了产销互动衔接，促进了经贸合作

交流。推介活动上，两地企业签署了金额3000万
元的榴莲供应订单。

据介绍，海南全面推进“品牌强农”战略，将品

牌建设作为打造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重要抓

手，积极打造“海南鲜品”区域公用品牌，“文昌鸡”

“大坡胡椒”“海南鲷”“海南雨林大叶茶”“三亚芒

果”等品牌农产品在全国叫得响、销得好。

琼台两岸青少年
乒乓球交流赛海口举办

本报8月17日讯（记者甘燕鸿）8月 15日，

2024年琼台两岸青少年乒乓球交流赛在海口开

赛，来自两岸的青少年乒乓球运动员以球会友，共

赴这场体育与文化的盛宴。

赛场上，小球翻飞；赛场下，选手们相互学习、

分享经验，共同提升技艺，展现了“友谊第一，比赛

第二”的体育精神。

比赛现场特别设立了公益体彩展示区，借助赛

事活动的广泛影响力，向公众展示中国体育彩票的

品牌价值和社会责任。展示区内，主办方通过互动

体验、公益项目介绍等形式，让参赛者及观众在享受

体育魅力的同时，深入了解体育彩票在支持国家体

育事业、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所作出的积极贡献。

海南航空上线
爱心选座服务

本报8月17日讯（记者陈晓洁 通讯员周炜）

正值暑期出行高峰，为解决家庭旅客在乘坐飞机

时常面临的座位分散、老人小孩不方便照顾等问

题，近日，海南航空推出爱心选座服务，3人及以

上同行旅客可提前选择相邻座位。

据介绍，海南航空在实际承运的国内直达航

班经济舱为多人同行旅客预留有两排专属爱心座

位，允许3人或以上的旅客订单进行选座，确保多

人同行旅客能坐到一起，专属爱心座位通常位于

客舱前半部分，上下飞机更为便利快捷。

3人及以上同行旅客购票后，应至少在航班起

飞前 24小时通过海南航空官网、APP、微信小程

序、微信公众号“选座值机/提前选座”入口办理爱

心选座服务。

“我趁着暑假带家里老人和孩子来海南玩，他

们不常坐飞机，原本打算如果坐不到一起，就找好

心乘客换座，后来看到爱心选座功能介绍，就按照

指引提前选到了爱心座位。”近日体验了爱心选座

功能的熊女士说，“一家人能坐在一起，不用找人

换座，太方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