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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过冬神器”成“凶器”

随着冷空气接连而至，电商平台上，“一秒速热，60℃恒
温”“办公室取暖神器”“比地暖还暖”之类的广告语层出不穷，
有戴在脖子上的暖脖宝、会发热的手套、长得像拖鞋的暖脚
器、拿在手里像充电宝的暖手宝……这些“过冬神器”多为小
物件，价格大多在60~100元，有的月销量高达3万多件。然
而，目前市场上的“过冬神器”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有不少都是
假冒伪劣产品，安全质量令人担忧。

消费者对“过冬神器”可以相信，但不能迷信。在
选购“过冬神器”的时候，必须选质量可靠的工厂生产，
并且具有3C认证的产品，同时应选择没有明火和带有
过热保护装置的电暖器为最佳。有关部门也应加快监
督完善“过冬神器”市场的规范。

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在浙
江这种新趋势今年显著增强。据浙江省技能评价中心统
计，今年1~11月，全省已有13.8万名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
考取技能证书，同比增长86.5%；其中博士102名、硕士
5611名。而在2019年，获证的博士、硕士分别为25人和
1603人。

技能证书让学历与能力“比翼双飞”

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市场对复合型创新型劳动
者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既懂理论又会实际操作的劳动者
成为“香饽饽”，自然会驱动高学历人才加速融入技能人
才队伍。高学历人才青睐技能证书，也体现了人才观的
重大转变，意味着社会对技能人才价值的极大认同。

“门诊报销上不封顶”值得点赞
据了解，从明年起，北京市职工门诊报销将不再设2万元封

顶线。此项政策预计每年将惠及17万人，为参保人员减负约
10亿元，北京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的就医负担将进一步减轻。

此次北京市门诊报销“上不封顶”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全国其他地区还未曾听闻。“门诊报销上不封顶”可谓好
处多多，可以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减少“小病大看”“浪
费资源”的问题，能够节省更多的医疗资源。

“私家侦探”出售公民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
罪，造成被害人死亡……近日，据山西省检察院消息，最高
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5件依法惩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典型案例，山西省检察机关办理的陈某甲等人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案入选。

山西省这一典型案例的入选，具有重要的法治教
育意义，再次对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私家侦探”敲响了
警钟。这也警示我们，无论是“私家侦探”，还是其他
调查机构、网络平台，任何组织、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没
有法外特权，不能违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私家侦探”无权闯入法律禁区

蔡冷玥 整理点评

视点2022年12月14日 星期三主编 吴瑛 责编 王慧莹
美编 颜雪 责校 张金梅 制作 刘晓禹4

社址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03103号号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100009100009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新闻新闻5798312457983124 新媒体新媒体5798316457983164 发行发行5798323757983237 广告广告5798308057983080 订阅处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国外发行：：北京北京399399信箱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国外发行代号895895DD 定价定价：：全年全年396396元元 每月每月3333元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京西工商广字第01270127号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

孕产妇、儿童、老人如何做好防护？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回应热点问题

不去医院，自体免疫也能战胜奥密克戎

□ 孔一涵

通信行程卡官宣下线、商场重开堂食、公共交通停验健康
码……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新制定的十条优化措施，
对群众关心的核酸检测、隔离方式、风险区划定与管理、老年人
疫苗接种和群众就医用药保障、涉疫安全保障等防控工作进行
了进一步优化。伴随着对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和调整，我们同
病毒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如何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各地面临的新课题。

从布洛芬的“一盒难求”、连花清瘟的“配货”捆绑销售，到部
分群众反映基层防疫工作粗糙，没有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类
似现象反映了群众在防控措施调整之初的不适应与焦虑情绪，
也提醒着各地要采取更务实的工作作风、更完善的配套措施，秉
持“做事要与民同心”理念，及时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

在与过去三年不同的疫情防控新形势下，诸多环环相扣
的民生问题亟待解决。从降低感染人数到救治重症病人，再
到保障药物供应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疫情影响到的民生问题
复杂多样，需要针对不同原因给予“个性化”解决方式。面对
群众合理的诉求，“套模板”“推责任”不仅可能破坏疫情防控
链条、引发一系列的负面连锁反应，更会伤害民众感情，影响
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各地与有关部门需要与民同心、主动作
为，保质保量提供抗疫物资、大范围科普疫情知识、及时回应
群众的关切与诉求、缓解医疗服务压力，保证系统正常运转。
同时，政府还应将视野放宽，给予受疫情冲击的行业更大支
持，为复工复产做好协调与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新冠病毒变异株的致病力和毒力明
显减弱，我国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已超过90%，医疗救治、
病原检测、流行病学调查等能力也在持续提升，但是，新出台
的十条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开”或“躺平”，更不意味着有关部
门可以对疫情防控松懈松劲。

“为政之要，以顺民心为本”。疫情防控的根本目标是人民
生命健康，各地与有关部门的工作也应以人民为做事的唯一价
值考量。做事与人民同心，方能赢得群众的支持认可，方能凝
聚战“疫”合力，团结一致、坚定不移地走向胜利。

做 事 与 民 同 心
凝聚战“疫”合力

天天 点观观

“无声巧妇”绣出致富路

□ 新华社记者 张泉 王琳琳 李恒

疫情之下，重点人群的健康牵动着
每个家庭的心。老年人感染后居家治疗
该注意什么？孕产妇如何做好防护避免
感染？儿童发热后什么情况下需要就
医？心血管疾病患者如何平安度过冬
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13日举行新
闻发布会，就相关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老年人如何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预防第一

“老年人一旦患病，较年轻人来说，
重症发生率相对较高，是特别需要保护
的人群，预防是第一位的。”北京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燕明建议，老
年人还是要接种全程疫苗和加强疫苗，
可明显降低重症感染发生率。

“从目前监测情况看，60岁及以上老
年人接种疫苗后，不良反应总体报告发
生率略低于60岁以下人群，严重的不良
反应发生率和其他人群基本类似，在百
万分之一以下。”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首席专家王华庆说。

李燕明呼吁，老年人近期减少外出，
特别是避免去人群比较聚集的密闭场
所，尽可能减少接触外界环境。同时规
律生活，不要太过紧张，保证营养，但也
不要暴饮暴食，尽可能减少烟酒的接触。

老年人一旦感染，李燕明建议，少食
多餐，避免出现呕吐，少量多次补充适量
水分，保证睡眠。老年人要更加慎重使
用退热药物，烧得越高用药越慎重，以防
一次大量出汗造成虚脱甚至低血压，还

要避免多种药物共同使用。
此外，对于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要加强基础疾病的管理。李燕明提示，
不能因为害怕去医院取药而停药。一些
基础疾病本身不太稳定的，比如有严重
呼吸系统疾病的，或有严重心脏基础疾
病的，或80岁以上高龄老人没有接种过
新冠疫苗的，这些人群是高危人群中的
高危，需格外重视观察监测。

孕产妇感染新冠病毒会否
传染给胎儿？几乎不会

“对于孕产妇来说，预防最重要。有
可能的话，还是尽可能少到公共场所去，
不聚会、不聚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
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说，与此同时，
还要确保均衡的营养、充足的睡眠、积极
乐观的心态。

孕产妇万一感染新冠病毒会出现怎
样的症状？如何居家治疗？

乔杰说，从全国产科质控专家组汇
总的国内情况和国际报道看，孕产妇感
染新冠病毒之后，发病率、症状、病程都
和普通人群接近，症状主要还是上呼吸
道感染，病程也基本是5天至7天。

当孕产妇出现发热、干咳等呼吸道
症状时，可以多喝水，采用物理降温或者
选择孕产妇可以用的中药。超过38.5摄
氏度，可以选用对乙酰氨基酚治疗，这是
对孕产妇相对安全的。要特别注意，退
烧药要选用单一的药物，不要进行叠加，
这样可以减少可能的肝肾损害。

“孕产妇要注意三个监测：体温、心
率、血压，孕晚期的孕产妇还要做好胎动

的监测。如果持续发热 3天以上，用了
退烧药没有好转，或者出现了胎动消失、
胸痛、胸闷、腹痛等，要及时和助产机构
联系，及时就诊。”乔杰说。

“因为母体有胎盘这个非常好的保
护屏障，孕产妇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几乎
是不传染给胎儿的。”乔杰说，但如果是
产后，妈妈、宝宝在一起的话，还是要注
意隔离，宝妈在空间上最好和新生儿有
一定的隔离或者戴N95口罩，可以母乳
喂养。

儿童发烧需要立马去医院
吗？视情况而定

“冬季是儿童呼吸道感染病高发季
节。引起儿童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很
多，以病毒为主，比如鼻病毒、副流感病
毒、流感病毒等，新冠病毒也是引起发
热、咳嗽等症状的病毒之一。”北京儿童
医院主任医师钱素云说。

孩子发烧，是否应立马去医院？钱
素云说，一定要看孩子的精神状态，如果
孩子虽有发烧等症状，但精神挺好，特别
是退烧以后能吃能喝能玩，这时候就没
必要特别紧张，也不需要马上去医院就
诊，可以在家继续观察、对症处理。

钱素云表示，但如果发烧持续3天以
上没有好转迹象，孩子精神不好，咳嗽进
行性加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和睡眠，出现
喘息、呼吸增快、甚至呼吸困难等情况
时，要去医院就诊。另外，3个月以下的
小孩一旦出现发热，还是建议及时就诊。

钱素云说，有孩子的家庭应该适当
储备一些儿童常用的应急药物，但不推

荐储备很多药物，如果储备很多保管不
当的话，可能导致孩子误服。

“孩子发烧是经常会遇到的，对于6
个月以上的小孩，可以选择布洛芬、对乙
酰氨基酚，其中有一种就可以了；2至 6
个月的小孩，不适合用布洛芬，可选用对
乙酰氨基酚；2个月以内的小孩，不推荐
常规使用退烧药物，可采用物理降温等
措施并及时就诊。另外，也可以储备一
些清热祛痰的药物。”钱素云说，不主张
两种退烧药同时服用，也没必要交替服
用。

心血管疾病患者感染会否
导致原有病情加重？克服恐惧
心理

“原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患者感染
了新冠病毒也不必太担心。”北京安贞医
院常务副院长周玉杰说，在家里一定要
坚持治疗原有的疾病，一般都是冠心病、
高血压或者心衰这样的疾病。

周玉杰介绍，除了高烧以后多喝水
可能对心衰症状产生影响，治疗新冠肺
炎的药物，比如缓解肌肉酸痛的用药等，
目前尚未发现和心血管治疗药物之间的
不良作用。

“很多心脏病患者都是由于恐惧导
致疾病加重，要克服这种心理。”周玉杰
说，心血管疾病患者要合理膳食、戒烟限
酒、适量运动，并保持心态平衡。

“长期服用心血管疾病防控药物的
不要停药，停药可能诱发或者加重疾
病。如果有持续性胸痛，还是到医院进
一步诊断和治疗。”周玉杰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峰
□ 邰春 杨兰英

在贵州省台江县革一镇，有一名聋哑绣
娘的刺绣技艺远近闻名，她的绣品构想新
奇、色彩艳丽、线条明晰、工艺精美，十里八
乡的村民都对她的刺绣技艺和绣品赞不绝
口，她就是革一镇新江村“90后”聋哑绣娘
杨兴和。

杨兴和出生在苗疆腹地的清水江南岸，
苗绣是当地妇女必学的一门手艺。1岁时，
家人发现杨兴和还不会说话，带她去医院检
查后，被确诊为先天性失聪。由于当时家里
经济困难，杨兴和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导致
她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接受教育，只能跟在
母亲身边学习刺绣。从此，刺绣便成为她表
达想法的唯一方式。

“这个孩子很聪明，虽然不能言语，但从
小学东西很快，可惜当时没有条件送她去治
疗或者去聋哑学校上学，不然兴和这姑娘会
更厉害。”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从革一镇
新江村支书杨忠叹息中得知，杨兴和的绣
品、剪纸、苗衣都是她看着母亲和村里其他
绣娘学会的，为了提升技艺，她平日里还在
网络上学习，不仅学会了不少手工编织品，
而且招收了不少“徒弟”。目前，村里有23
位绣娘跟着她学习刺绣、手工编织。

今年，杨兴和在贵州省2022年锦绣计
划+苗绣（蜡染）妇女手工技能暨创新产品

大赛技能赛刺绣类中获得一等奖，在第七届
贵州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刺绣项目中获
得第二名。

“她的手艺可好了，现在附近村寨有很
多人家请她帮忙做苗衣，很认可她的刺绣作
品。”新江村妇联主席顾航艳向记者娓娓道
来，“兴和现在可是我们村的骄傲。”

走进杨兴和家的木楼，无声的世界里，
她正在专心刺绣。屋里陈列着各种精美的
绣品及用毛线编织的手工作品，绣品上的花
鸟虫鱼图案栩栩如生，默默表达着她对这美

好生活的向往。
“兴和从小勤奋好学，别人做的图案、剪

纸、绣品等手工作品，她只要看过一回就能
学会。”母亲杨秀慧说，女儿虽然不能用语言
表达自我，但从她的作品中能看出她对刺绣
的热爱以及这方面的天赋。

这几年来，杨兴和借助刺绣比赛的契
机，把台江县革一镇苗族的刺绣手工制作品
带出了深山，走向了市场，更引来了很多外
面的顾客。

“很多人来找兴和做刺绣、做衣服、编

织手工艺品，一套衣服的价格能达到2万
元左右，从图案设计、画图、剪纸、配色、刺
绣整个流程都是她亲手完成的，只可惜她
无法和客人直接沟通，在销售、讲解、顾客
对刺绣的要求上存在不少问题。”母亲杨秀
慧不无遗憾地说。

5年前，顾航艳看到杨兴和的手艺能给
村里妇女带来经济收入，但又面临沟通的
难题，便主动担起杨兴和与顾客之间的“翻
译”，很多订单都是通过她跟客户对接好后
拿回来给杨兴和做。订单由近到远、由少
到多，兴和家也逐渐成为村里刺绣的“小作
坊”。

“现在村里有23位绣娘在兴和那里长
期做刺绣，一年下来也有2.4万元左右的收
入。”顾航艳介绍。

每当农闲、寒暑假的时候，杨兴和家里
的“美人靠”上总是坐满了小孩和妇女。虽
然不能进行言语交流，但经过杨兴和手把手
教学与多次示范，很多妇女很快就学会了刺
绣，来这学习刺绣的人也越来越多。

“虽然我们都会刺绣，但是刺绣手法、图
案花样、颜色搭配没有兴和的好看，现在我
们不仅是学徒，还是她这里的绣娘，农闲学
习刺绣的同时每个月还能有3000元的收
入。”前来学习刺绣的杨秀眉笑着说。

“无声巧妇”带领着越来越多的姐妹们
走上致富路。不仅如此，近年来，台江县还
立足当地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实
施非遗文化人才“传承工程”，发掘和培养
民间刺绣、剪纸、蜡染、银饰等各种非遗项
目文化能人455人，充分发挥传承人的“传
帮带”作用，将苗乡群众的传统手艺变成增
收致富的“法宝”。

杨
兴
和
在
专
心
刺
绣
。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徐旭

“38.5℃”“39.2℃”“38℃”
三个体温，我烧了三个晚上。直到第

三天傍晚，我拿到了朋友快闪过来的抗原
试剂。

不出意料，我阳了。
同事朋友纷纷发来问候，叮嘱我多喝

水，好好休息，鼓励我的同时也透露出他们
心中些许的恐慌和焦虑。

在成为“阳”人的第七天，我在微信朋
友圈写下了我的经历，用亲身感受告诉所
有的人，“阳了，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
怕。”

（一）
对我而言，它真的就是一个重感冒。

“头疼、关节疼、嗓子疼、咳嗽有痰，鼻
塞、呼吸不畅……”与平时感冒发烧的症状
一模一样。

但对于我这个平时不爱发烧的人来
说，人生第一次体验39℃以上，我的症状

稍微有点重。特别是在退烧后的第一天，
鼻塞严重，用嘴呼吸，嗓子如同被铁刷子
刷，每呼吸一次，舌头都有划过刀锋的感
觉。

最难受的还是晚上，不能平躺睡觉，只
能到沙发上半卧而眠……

就我而言，最难受的不是发烧的那三
天，而是退烧后的这一天，熬过这个白加黑
后，所有症状都开始缓解和减弱。

退烧后每天我都做一次抗原，直到第
7天（发烧那天开始算），我告别了两道杠。

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理论上讲，你
已经打败奥密克戎了。”他提醒我，未来还
要做好防护，避免再次感染。

（二）
这几天北京气温都在零下，朋友圈温

度都在38.8℃。
“阳了吃什么药？”
“一人阳了，同住的人会不会也阳？”
“你几天转阴的？”
“阳”群在不断壮大。

由于家里人很少生病，所以我家几乎
没什么药。仅有的一盒连花清瘟颗粒还是
2020年从武汉采访回来买的，一看保质
期，到2023年1月过期。

没有过期就还是药。每天三次，每次
一包，我按照说明服药，发烧的三个晚上两
个白天，共喝了6包。

39℃那天晚上，人生第一次经历这么
高的温度，家人有点担心，到小区门口的药
店买退烧药，由于售罄，买回来一盒小柴胡
颗粒，我喝了一包。第二天看到有专家说，
不要重复用药，就没再喝。

退烧后，由于嗓子痛得难受，我服用
了朋友快闪过来的两盒蓝芩口服液，共
12支。直到转阴，我没有再服用任何药
物。

事实证明，不去医院，自体免疫也是能
够战胜奥密克戎的。

（三）
从阳到阴，整整7天，我发现自己出奇

的平静。

有朋友开玩笑说，“不愧是参加过武汉
抗疫报道的，心理果然强大。”

其实，朋友不知道的是，在武汉进红区
采访时那遍布全身的恐惧至今难忘。

2022年的12月，让我有了不再畏惧
的底气的是经过三年艰苦卓绝抗疫之后不
断下降的病毒致病率。

有人说，新冠病毒无论是最早的原始
株，后来的德尔塔，再到如今的奥密克戎，
就像是个欠揍的小流氓，见谁黏谁。只要
大家齐心协力揍扁它，它就会消停。未来，
它或许不会死，但也没有了之前伤人的“锐
气”。

朋友圈有个好玩的段子，没阳的就像
一个待发考卷的考生，别人都已交卷，他们
还在等着发卷……

我相信，无论这个考卷什么时候拿
到，每一个考生都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
卷。

让我们一起和奥密克戎说“再见”，共
同期待摘掉口罩的那一天，自由的呼吸，畅
快的相聚。

——女报记者居家康复经历

“90后”绣娘杨兴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