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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指望每次都有“白衣天使”从天而降

　　10 月 26 日上午，在
杭州一个上海来的旅游
团中一名 56 岁的老人突
然晕倒团里一位护士小
姐姐和她的丈夫果断采
取心肺复苏措施，6 分钟
后，救护车赶到现场，
老人被送医院。（10 月
26 日《杭州日报》）
　　类似的事情有很多。
今年 6 月，一名男子在
广州火车站附近倒地昏
迷，也是一位休班护士
路过及时为路人做了心
肺复苏，最后使他脱离
危险。今年 1 月，昆明
人民中路上，一名少年
突然昏倒，危急时刻，
还是一位白衣小姐姐拨
打了 120 并且进行了心
肺复苏。很多网友称赞
他们“人美心善”，是“真
正的白衣天使”。
　　诚然，这些医护人

员救人的精神值得点赞，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总不可能指望着每
次都有“白衣天使”从
天而降，都能在黄金四
分钟内把病人从死亡线
上抢救回来。要知道，
我国现在每年心源性猝
死者达 55 万人，要想不
错过抢救时间，光靠医
护人员及时赶到是不现
实的，全民掌握急救知
识和技能，有自救和救
人的能力恐怕才是关键。
因此，普及急救知识势
在必行。
　　可惜的是，我国急
救知识普及率目前还比
较低。《中国新闻周
刊》9 月 13 日的一篇报
道披露：“欧美发达国
家应急救护培训普及率
最高的 92%，最低也有
25％，而我国普及率只

有 1％。这就意味着，在
我国，当一个人晕倒后
需要急救，大街上一百
个人中，可能没有一个
能做紧急心肺复苏。”
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
况，究其原因，对于相
关的急救知识技能，人
们不仅缺乏了解的意愿，
也缺乏接触学习的途径，
更没有反复练习加以实
践的机会。
　　也许有人会质疑：
“不对呀，目前中学大
学军训、入学教育，包
括现在，网上不都有很
多急救知识的课程吗？”
不能否认，确实如此，
可是据笔者观察，无论
是军训还是入学教育的
急救课，虽然有很多学
生去上，但纯粹是为了
混学分，得过且过。而
且由于学生人数多，时

间有限，大多数学生都
没有实操的机会，更重
要的是，就算当时学会
了，由于没有经过一段
时间进行实践巩固，也
很容易生疏，当看到别
人遇到危险的时候，往
往没有底气自信上前救
助。至于网络上的视频，
质量本身就参差不齐，
有些视频还存在着严重
错误，如果遇到危险的
时候，按照错误的方法
救人，非但不会有效果，
还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
　　针对这些问题，笔
者以为，我们应当使急
救知识的普及更加系统
化，并且针对不同人群
要有不同策略。对于学
生，急救知识的教育，
应该贯穿他们的学习生
涯，并且加大对他们急
救理论知识、实操技能

的考核力度，让学生真
正重视起这门课。而对
于社会中其他人士，除
了提高急救网络课程的
内容质量以外，可以安
排一些医生，在街头或
者小区内普及急救方法，
实现知识下沉。比如，
山东潍坊“援鄂医生”
张军桥，到潍坊市人民
广场进行授课普及相关
知识，结果不但深受好
评，也让很多人受益匪
浅。
　　掌握急救知识，可
以让我们更好地守护自
己、帮助他人，让生命
之花开得更美更久。急
救知识的普及与学习，
应当得到每一个人的重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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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小胖墩”还需更多配套措施

　　日前，国家卫健委、
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
发《儿童青少年肥胖防
控实施方案》（简称《方
案》），以强化家庭、
学校、医疗卫生机构、
政府责任为核心，提出 4
项重点任务。（10 月 26
日 《健康报》）
　　近年来，由于儿童
青少年膳食结构及生活
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加
之课业负担重、电子产
品普及等因素，儿童青
少年营养不均衡、身体
活动不足的现象广泛存
在，超重肥胖率呈现快

速上升趋势，部分城市
学龄期儿童超重和肥胖
已高达 10% 以上。
　　“小胖墩”问题日
渐浮出水面，已成为威
胁我国儿童身心健康的
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必
须引起足够重视。《方案》
提出“超重肥胖”防控
的总体目标，即以 2002
年至 2017 年超重率和肥
胖率年均增幅为基线，
2020 年至 2030 年，0 至
18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
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在基
线基础上下降 70%。
　　目标确立了，方法

和执行是关键。儿童正
处于成长的特殊时期，
简单盲目的节食及不切
实际的高强度运动，会
给孩子带来身心伤害。
要为“小胖墩”身体“减
负”，需要各界科学施
策、形成合力。《方案》
强化政府、家庭、学校、
医疗卫生机构等主体的
责任，帮助儿童养成科
学饮食行为、培养儿童
积极身体活动习惯、做
好儿童青少年体重及生
长发育监测等措施，同
时还要求体育总局、教
育部完善儿童青少年体

育设施，推动公共体育
设施免费或低收费向儿
童青少年开放，支持中
小学体育场地设施在课
余时间和节假日向儿童
青少年开放。
　　可以说，《方案》
上述要求切中了中小学
生肥胖的实质问题——
除了饮食过量、营养不
均衡，运动量不足也是
重要的“肥胖因素”。
但在制度设计上，《方案》
对相关主体行为缺乏约
束力，肥胖防控效果估
计也有限，还需要更多
配套细则。比如，“每

人每天必须上一小时体
育兴趣班”成为中小学
的标配；将不得“拖堂”
或提前上课纳入教师考
核标准；通过教育评价
“指挥棒”，让孩子“多
走 1000 步”和“多刷 10
道题”变得同样重要，
我们也许就不再纠结于
中小学生每天的运动量
是否足够了，防控“小
胖墩”的问题也就能迎
刃而解。

█孔德淇

该“滚出去”的不是全职太太而是社会偏见

　　近日，云南丽江华
坪女高校长张桂梅，因
不接受毕业女学生成为
全职太太，并在她来捐
款时让她“滚出去”而
引起热议。
　　不少网友认为，张
校长“女人要靠自己，
不能就靠男人”的言论
存在一定道理，山里的
女孩能够接受教育走出
大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女孩们经过多年努
力找到一份好工作，应
该赚钱犒劳自己、回报
社会。但是笔者看来，
校长和不少网友希望女
生收获教育果实过上美
好人生的初衷确是好的，

但是在争议的背后，中
伤的确是“全职太太”
这样一个职业。
　　全职太太多年来饱
受争议，有的人说，她
们囿于眼前家庭，与社
会脱节。有人说，没有
全职太太的奉献与牺牲，
多少幸福家庭都会化为
泡影。诚然，事物的发
展都有其两面性，但是
无论哪一种言论，都默
认全职太太是一种较为
“低端”的选择。但在
笔者眼里，选择从来没
有高下之分，只有左右
之别。全职太太作为人
生选择的其中一个选项，
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

价值，不应看低全职太
太，应当给予全职太太
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张桂梅曾多次向媒
体吐露自己的心声：“要
改变对女性的不公，想
帮助穷人找到一个出
路”。因此，她努力发
展山里的教育，期待通
过自己的努力，让山里
的女孩子们找到出路。
诚然，她的出发点是好
的，但是教育是为了给
学生们提供更多发展的
可能，把路走宽了，而
不是把路走窄了，这就
意味着，众多价值选择
都会被纳入到其中。而
教育的目的，不是帮助

学生如何删除某些看起
来“没有志气”的选择，
而是帮助学生如何找到
适合自己的，能让自己
在最舒适的领域发光发
热的价值选择。
　　不久前，热播电视
剧《三十而已》引发大
规模网友关注，剧中“顾
佳”这个高学历的全职
太太引发众人羡慕，既
能顾好家庭孩子，又能
游刃于社会职场之间，
不少网友惊呼：“这就
是全职太太的最终版本
吧！”显然，社会对于
全职太太仍是寄予“厚
望”的，将自我放小回
归家庭做“男人背后的

女人”，又能在爱人需
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勇敢
“上阵杀敌”，这才是
太太真本色。
　　面对高学历全职太
太，“滚出去”的应是
社会偏见。全职太太也
是可以主宰自己人生的，
只不过是以不同的身份
和方式，这都是个人选
择的结果。全职太太们
要在自己的选择上把路
“走宽”，站住脚跟的
同时战胜社会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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