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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吕占伟
实习生 张倩萌 文/图

本报讯 7月5日、6日，“幸程游杯”
河南省国际象棋（夏季）等级赛在我市
建设路中段润泽园神马大酒店举行，
来自全省各地的650名棋手齐聚一堂
进行对决。6日下午，11个组别的前八
名全部决出，所有奖项全部产生。

7月5日下午，在润泽园神马大酒
店一楼会议厅的比赛现场，300余张对
弈棋盘整齐摆放在桌上，选手相对而
坐，凝神思考，然后，决策、抬手、举棋、
落棋，紧接着按下手边的棋钟，在规定
的时间内赢得对手，视为胜利。

据了解，本次赛事由河南省棋类
协会主办、平顶山市鑫奥棋弈体育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办。这也是一年四
度的全省国际象棋系列赛事首次在平
顶山市举办。

本次比赛执行中国国际象棋协会
审定的（2020版）国际象棋竞赛规则，
采用积分循环编排制，设置公开组、定
级组、二至十级组共11个组别，参赛选
手完整地进行完所有比赛才可获得完
赛证书。公开组前三名可获奖金、证
书、奖杯，第四至第八名获颁奖金、证
书；其他组别每组前三名获颁证书、奖
杯，第四至第八名获颁证书。

记者了解到，本次比赛不限年龄，
最小参赛者年仅 4 岁，大多数棋手处
在中小学年龄段。7月 5日下午的比
赛结束后，来自开封市龙亭区的 10岁
选手王思博脸上挂着一丝遗憾的表
情。这名已学习国际象棋 3 年、参加
过多次全省国际象棋等级赛的三级棋
士向记者透露，他执白先行，和对手
厮杀约 40 分钟，最后和棋了，“本来
有机会赢的，这次是妈妈带我来平顶
山参赛，我争取明天好好发挥，夺得
好的名次”。

“国际象棋是一项智力竞技运动，
曾被列为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比赛项
目。相较于其他省份，我省在国际象
棋竞赛领域起步较晚，但近年来进步
较快。在承办全省国际象棋等级赛方
面，各地市竞争激烈，但平顶山市凭借
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得到了这项赛事
今年夏季赛的承办机会。在650名参
赛棋手中，平顶山棋手共有96名，这更
彰显了平顶山棋手的参赛热情和不俗
实力。”7月6日，本次比赛的裁判长、国
际象棋国际级裁判梁志华说。

省国际象棋（夏季）等级赛在平举行

650名棋手方寸之间竞高低

□记者 刘蓓

本报讯 近年来，方便快捷的
电动车成为广大市民的出行首
选，也吸引了不少中学生选择其
作为代步工具骑行上下学。暑假
到来，市区经常有未满 16周岁的
孩子骑着电动车呼啸而过，带来
很大的安全隐患。市公安局交通
管理支队民警提醒市民，中学生
骑行电动车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请家长注意管好家中车辆，约束
孩子行为。

7月6日傍晚，在市区建设路
西段，三名未成年男孩驾乘两辆
电动车穿梭在机动车道。由于晚
高峰车辆较多，机动车行驶速度
不快，三名男孩在机动车之间不
断变换车道，超车行驶，让人不禁
为他们捏了一把汗。驾驶轿车的
市民张先生看到男孩们的危险行
为，不禁感叹：“估计他们的家长
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骑电动车能
骑这么快，还在机动车道上跑，要
是知道肯定不让他们骑车上路！”

7月5日下午3点多，市民朱
女士骑着电动车带7岁的儿子自
西向东行驶在矿工路上，行至市
第三高级中学门口时，一辆黑色
的电动车紧贴着她身边呼啸而
过，朱女士的电动车随即晃动了
几下。“他骑得也太快了，我觉得
得有40公里/小时的速度！”朱女
士心有余悸地说，骑电动车的是
一名看起来只有十三四岁的男
孩。待她迅速调整好车把稳住车
身后，抬头一看，小男孩骑着电动
车已经到了新华路与矿工路交叉
口。看到非机动车道的绿灯闪烁
变红，男孩并未停下，而是加速通
过路口，此时，南北方向的机动车
已经起步。“这孩子骑车骑得太吓
人了！”朱女士惊呼，如果有车通
过绿灯时启动加速，男孩很可能
被撞倒在地。

记者发现，市区有不少未满
16周岁的学生驾驶电动车上路，
骑行速度快的多为男孩，且经常
出现两人甚至三人共乘一辆电动
车的现象。此外，多数学生骑乘
电动车时未佩戴安全头盔，在机
动车道随意变道、闯红灯，给交通
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
大队负责人柴海峰介绍，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七十二条规定，在道路
上驾驶电动车必须年满 16周岁。

“虽然现在的孩子身体发育快，学
骑车也学得快，但其对交通规则
认识不全面，缺乏安全意识，应急
反应能力欠缺，一旦险情处置不
当，极易酿成交通事故。”柴海峰
提醒家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他
们将持续严查未满16周岁驾驶电
动车上路的交通违法行为，请家
长一定要看管好家中车辆，切勿
让孩子危险骑行，并教育孩子勿
在马路上嬉戏打闹、横穿猛跑。

随意变道、速度快

未满16周岁骑电动车
违法危险“驶”不得

棋手专心对弈

新闻短波
7 月 5 日下午，平顶山学院音

乐学院的31名大学生志愿者来到
市社会福利院，看望生活在那里
的孩子，并为他们送上一场别开
生面的文艺演出。 （张永军）

患者王先生来自鲁山，今年 40
岁，在政府部门工作。6年前，王先
生因腹痛、腹泻到当地医院就诊，后
经骨穿检查确诊为重型再生障碍性
贫血，多次在市一院未来路院区血
液淋巴瘤科二病区住院治疗。

科主任许惠丽说，患者应用药物
治疗效果不好，需反复输注红细胞、
血小板治疗，导致铁沉积，对心脏、肝
脏功能影响较大。2022年9月，患者
曾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应
用抗胸腺球蛋白治疗，仍然无效，频

繁出现重度贫血、重度血小板减少，
随时可能因重要脏器出血而危及生
命。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被认为
是治疗重型再障的最有效方式。

王先生的妻子王女士告诉记
者，2023 年 11 月，医生建议采用造
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后，全家人都很
支持，争先恐后要到医院抽血配
型。听说兄弟姐妹配型成功率高，
丈夫的哥哥、姐姐首先接受了配型，
王先生的儿子也接受了配型，结果
姐姐 HLA 配型全相合，儿子半相

合。最终 44 岁的姐姐决定为王先
生捐献造血干细胞。

“姐夫陪着姐姐跑了十几趟医
院，就连各种费用也是他们自己交
的。”提起全家人的亲情支持，王女
士禁不住红了眼眶。

王女士说，原本他们准备到郑
州做移植手术，后经了解，市一院
已经具备异基因造血干细胞采集/
移植资质，考虑到费用低、离家近
等因素，最终决定在市一院接受移
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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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市一院已做过十多例自体
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但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的采集和移植还是第一
次。在输血科、手麻科、急诊科、放
疗科等多科室联动支持下，许惠丽
带领科室团队为王先生制订了详尽
的移植治疗方案。

“与自体移植相比，异基因移植
增加了排异、感染的风险，因此难度
更大。”许惠丽说，另外患者与供者
的血型不同，患者是A型，供者是O
型，这也增加了移植的难度。

一切准备就绪，6月7日，患者王
先生入住移植舱，随后口服药物开
始进行预处理，同时进行排异预防，
并防止真菌、细菌、病毒等感染。“这
个过程就像整地一样，把土壤里的
杂草、石块等清除干净，等待播种。”

许惠丽说。
与此同时，患者的姐姐也在做

着捐献前的准备。6 月 17 日、18 日
连续两天，通过外周血采集的方式，
该科医护人员从患者的姐姐体内共
采集到饱含“生命种子”的造血干
细胞混悬液 483 毫升，并连续两日
输注到患者体内。“就像是把种子
播进了土壤，然后等待它发芽、生
长”，医护人员每天检测患者的血常
规，并通过监控，时刻观察着他在舱
内的一切。

在医护人员的坚守努力下，患者
勇闯感染关、出血关、植入失败关，6
月30日、7月1日，连续检测显示，王
先生的血红蛋白、白细胞、血小板等
各项血液指标升至预定目标，证明移
植成功了！

7月4日，王先生顺利出舱，手捧
鲜花回到普通病房。妻子王女士笑
得合不拢嘴：“终于‘出笼’了！”王先
生也表示“很激动，很开心”，握着医
护人员的手连声道谢。

由于刚出移植舱，基于安全考
虑，王先生被安排住在层流床。许惠
丽对他说：“再观察一周，如果没有问
题，就可以出院了。”

据许惠丽介绍，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是目前治疗急性白血病、重型
再生障碍性贫血、高危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恶性淋巴瘤、地中海贫血症
等血液病的最好治疗方案。

此次平顶山首例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手术在市一院获得成
功，标志着我市血液病治疗迈上了
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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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上午，市第一人民医院未来路院区血液淋巴瘤科二病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
者王先生走出移植舱的那一刻，该院院长王大峰送上一束鲜花：“祝贺你移植成功！”走廊里响
起热烈掌声。他的顺利出舱，标志着平顶山首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获得成功。

□本报记者 王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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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例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