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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体育活动，合理膳食，保

持充足睡眠，调整心理状态，优化

学习和生活环境……前不久，国

家疾控局发布学生常见病多病共

防“十要义”，提出了多方面的具

体措施。这有利于进一步做好学

生常见病防控，促进学生健康。

学生的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中小学生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免疫系统不够完善，是一些传染

病的易感人群和脆弱人群。中小

学阶段也是生活方式和学习习惯

的培养阶段，不良习惯可能会造

成近视、超重、脊柱弯曲异常、龋

齿等健康问题。因此，为学生打

造健康生态圈，让学生养成健康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学 习 习 惯 ，很 有

必要。

打造学生健康生态圈，家长

是首要责任人。家庭是学生成长

的 起 点 ，家 长 是 孩 子 第 一 任 老

师。家长不妨亲自做示范，引导

孩子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

经常带孩子参加锻炼，注意健康

饮食，早睡早起，确保充足睡眠；

为孩子营造健康的家庭氛围，比

如科学选购食物，烹饪少油少盐

少糖，注重营养均衡，增加亲子交流与互动，让孩子

保持良好心情；监督孩子健康，比如定期关注孩子视

力，及时纠正不正确用眼行为，做好身高体重监测，

培养孩子正确坐姿。

打造学生健康生态圈，学校是关键一环。校园

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环境、饮食等因素与学生健

康息息相关。以近视为例，如果座椅高度不合适，照

明条件欠佳，长时间近距离看书写作业，容易出现近

视。在打造健康环境上，学校可以优化绿化方案，改

善校园体育设施，保障孩子每日至少 1 小时的校内

户外活动，改善教室照明环境，配置可调高度的课桌

椅等。在饮食上，学校可以提供科学合理、营养均衡

的学生餐，校内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品，提

供安全卫生的饮用水。

打造学生健康生态圈，社区可以做很多。社区

是学生和家长的重要活动场所。一方面，要营造健

康社区环境。比如，设立健康科普专栏，普及科学

用眼、体育锻炼和肥胖防控知识，建设体育健身设

施。另一方面，举办多种形式的健康活动。比如，

举办健康讲座，强化家庭健康意识和认知，组织丰

富的户外亲子活动、体育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健

康氛围。

我国有近 3 亿学生，他们的健康关系着亿万家

庭。维护学生健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家庭、学

校、社区等多方应携手合作，不断改善软硬件设施，

打造优美环境，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良

好的学习习惯，减少疾病发生，让孩子们健康快乐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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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学生健康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家庭、
学校、社区等多方应携手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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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6 月 17 日电 （记者顾天成、徐鹏航）

当 前 ，北 京 、河 北 等 地 遭 遇 持 续 高 温 天 气 。 国 家 疾 控

局 发 布 健 康 提 示 ，提 醒 儿 童 中 暑 非 小 事 ，家 长 们 要 了

解预防儿童中暑、识别中暑症状以及怎样照顾中暑孩

子的知识。

北京儿童医院主任医师王荃表示，儿童、孕产妇、老

年人、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以及户外作业人员等人群，更

容易发生中暑，需格外加强自身健康防护。尤其是儿童

的身体和成人有所不同，他们新陈代谢快、汗腺发育尚不

成熟、体温调节中枢还在发育中，因此更容易中暑。

如何预防儿童中暑？根据健康提示，要关注六大方

面，包括合理安排户外活动时间和地点，高温、高湿天气

时，应在凉爽室内活动；穿着轻薄、宽松、浅色、透气的衣

服，及时更换被汗浸湿的衣物；保证孩子喝足够的水，以

水或电解质饮料为适宜饮品；多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保

证孩子有充足的休息时间；目前医学上没有公认的药物

可预防中暑，家长们不要给孩子服用“防暑药”。

专家介绍，中暑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

等阶段。在高温、高湿环境暴露后，孩子们一旦出现疲乏

无力、头晕头痛、口渴多汗、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心率增

快、脱水等症状时，提示可能要发生中暑。

怎样照顾中暑的孩子？健康提示明确，如果发现儿

童有中暑症状，应采取“一搬、二降、三补、四转”的原则进

行处置：

搬运即迅速让孩子脱离高温、高湿、封闭及阳光烈

晒的环境，将孩子转移至阴凉通风的地方；降温是中暑

急救时最重要的措施，在发现中暑 30 分钟内应尽快将

体温降至 40 摄氏度以下，降温方法包括脱掉衣物、温水

擦浴全身、用风扇或空调增加散热等；儿童中暑常伴有

脱水及电解质紊乱，应少量、多次地给孩子喝一些常温

水或电解质饮料；对于重型中暑者，尤其是伴有高热、

意识不清、抽搐等神经系统症状的儿童，应立即送到就

近医院就诊。

国家疾控局发布健康提示——

警惕儿童中暑，从六方面做好预防

■服务窗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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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 6 点多，下班回家的庞玉川不紧不慢

地将车停放在自己的固定车位，“车位就在自

己楼下，停车方便快捷”。得益于老旧小区改

造，拥有固定车位后，庞玉川再也不用每天急

匆匆开车回家“抢车位”。

庞玉川家住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湖岛街

道宜昌路 5 号楼，属宜昌路社区宜昌路—兴德

路围合片区，位于市北老城区，共有 8 栋楼、

533 户居民。长期以来，这一片区的居民缺乏

固定停车场所，居民车辆无序停放在路边。

“过去，一下班就得赶紧回家，晚了真没地

方停车。”回想起来，庞玉川挺烦恼，“谁来谁

停，拥挤不堪，单单找车位有时就得花费十几

分钟。”

去年以来，宜昌路—兴德路围合片区开展

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宜昌路社区综合考虑居民

意见，对小区裸露地块进行规划布局，整合闲

置区域，在宜昌路—兴德路围合片区中，拆除

整治 1000 多平方米各类建筑物、杂乱设施，新

建扩充停车位到 100 余个，极大缓解居民停车

难题。

为确保新增停车位贴合老旧小区实际情

况，在方便居民停车的同时，又不影响小区整

体环境和居民正常生活，改造之前，湖岛街道

通过“居民议事会”等形式，积极搭建沟通议事

平台，广泛倾听民声、征集民意，精准了解居民

停车需求。

去年 3 月，有关该片区老旧小区改造政策

出台后，宜昌路社区和片区物业第一时间召开

居 民 议 事 会 ，向 居 民 代 表 解 读 方 案 ，征 求 意

见。之后，街道工作人员杨倩倩与片区中的其

他 7 名党员，挨家挨户叩开居民家门，入户邀

请居民填写征求意见表。“通过老旧小区改造

增加车位的想法，得到了 420 名业主的赞同，

同意率超过 80%。”杨倩倩说。

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真正让居民成为改

造的“主角”。入户走访中，宜昌路 7 号居民黄

艳红通过征求意见表填写意见：兴德路 74 号

附近一栋两层的废弃房屋，常年闲置，拆除后

可以用作停车空间。改造过程中，宜昌路社区

充分吸纳意见，成功拆除废弃房屋，在原地新

划 30 多个车位，同时新建健身广场，安装各类

健身器材、休闲座椅。“邻居们停车有秩序，环

境更安全了，我每天都会带孩子在广场上运动

一会。”黄艳红开心地说。

解决老旧小区停车难，真正还车位于居

民，还需要管好用好车位。停车位新建扩充过

程中，市北区引入管理平台，实现智能化、规范

化停车管理，将停车“堵点”转化为小区治理

“亮点”。

去年，市北区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新建

3 个较大停车场，共计规范、新增停车位 6000
余个。今年，全区范围内计划通过老旧小区改

造再规范、新增停车位 2581 个。

“我们在老旧小区改造中通过规划路内停

车泊位、利用宅间空地建立停车场，有效满足

居民停车需求。”市北区老旧街区改造指挥部

办公室负责人徐明秋介绍，下一步，市北区将

持续引入智能化设施，通过规范管理和服务提

升，保障居民的停车效率和停车安全。

山东青岛市北区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增加车位供应——

释放停车空间，缓解停车难题
本报记者 王 者

从去年开始，有个短视频账号在安徽省

潜山市火了。

这个账号把镜头对准农村，每期视频探

访一个乡村，讲的是村里的文化、风光、特产。

探村的两位主人公有天然的反差感——

一个是朴实憨厚、老成稳重的驻村第一书记，

一个则是青春活泼、充满朝气的城市大学生。

探村不是简单常规的村情介绍，这对反

差感十足的搭档，每周都会在视频中和所探

村的村干部一起，上演有趣的探村故事。

这 就 是 去 年 12 月 创 立 的 短 视 频 账 号

“Hi 潜山”。不到半年的时间，“Hi 潜山”已

推 送 视 频 超 过 40 期 ，探 村 30 余 个 ，单 个 视

频平均点赞量超过 1000 个，全网累计粉丝

量超过 2.1 万。

在视频的帮助下，村里的土特产销路更

宽了，文旅更火了。有村民还在视频里学到

了致富路径，一幅幅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精

彩图卷正在绘就。

缘起——

“把潜山宣传出去”

“ 大 家 好 ！ 我 是 小 郭 。 这 是 项 龙 ，项

书 记 。”

“大家好！我是项龙，槎水村驻村书记。”

“以后就由我跟项书记用‘Hi 潜山’这个

抖音号带大家去看我们大美潜山。”

“去看潜山 175 个美丽的村庄。”

这段对话来源于“Hi 潜山”发布的第一条

视 频 ，它 也 是“Hi 潜 山 ”团 队 对 拍 摄 目 的 的

介绍。

倪河村的茶园风光，程家井村的程长庚

故居，风景村的摩崖石刻……位于大别山东

南麓的潜山，拥有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天柱

山，从不缺好山好水和人文风光。

“打造‘Hi 潜山’视频账号，就是要把潜山

宣传出去，将藏在深山人未识的自然风光、文

化遗产打造成高颜值、有内涵的‘打卡地’，让

一些潜山颇具特色但知名度不高的农产品走

进大众视野，吸引更多人加入乡村全面振兴

队伍。”潜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产敬春说。

小郭名叫郭纯，现在还是安庆师范大学

电子商务专业的大三学生。去年 12 月，她受

邀 加 入“Hi 潜 山 ”团 队 ，成 为 探 村 的 主 人 公

之一。

相比于郭纯，网友们更愿意叫她“小郭”

或者是“小锅巴”，后者恰恰是来源于视频里

的一个笑点：“你是小郭吧？”

“小郭怎么这么可爱！”“小锅巴什么时候

来我们村？”点开视频的评论区，郭纯往往是

网友们关心的焦点。

郭纯从去年暑假就开始参与家乡助农视

频的拍摄。

“当时正好是暑假，我主要做的是拍摄辅

助工作。”后来编导让她也试着出镜，“刚开始

我也紧张，没想到还要当演员。剧本比较活

泼，村干部都是我的长辈了，有点不敢对他们

说出口。”回想起最初拍摄的窘态，郭纯不禁

笑起来。

和郭纯不同的是，视频另一位主人公项

龙的工作时间几乎都在农村度过。2012 年大

学毕业后，项龙申请回到家乡潜山，成了一名

大学生村官。2017 年，在市里工作的项龙又

申请下乡参与扶贫工作，一干就是 3 年。3 年

前，项龙已经是潜山市经济开发区的一名干

部，他再次申请驻村，担任槎水镇槎水村的驻

村第一书记。

作为驻村干部，项龙的表演也颇接地气。

在视频里，项龙皮肤黝黑，操着一口带着潜山

口音的普通话，即使被小郭“调侃”也不生气。

活泼的大学生和憨厚的村干部形成鲜明

反差，观众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过来，“没

想到第一条视频的传播效果就非常好。”郭

纯说。

拍摄——

“以轻松的方式拍出接地气
的视频”

一部手机，一架相机，两个无线麦克风，这

就是“Hi潜山”视频拍摄和剪辑的全部设备。

“我们有时也用单反相机，但是拍完了还

得把视频导出来。用手机拍，直接在手机上

剪辑，方便多了！”“Hi 潜山”视频编导何格笑

着说。

和简易拍摄设备对应的，是轻松的视频

风格。

在今年 5 月拍摄的程家井村探村视频里，

郭纯向村干部建议独辟蹊径，办一场“油菜籽

节”，项龙则把“潜山四大才子”听成了“四大

菜籽”。视频里笑点密集，让人不禁捧腹。

这些笑点背后则是程家井村的特色产业

和人文风光——程家井村种植油菜超过 1000
亩，目前油菜籽加工已成为该村的支柱性产

业。同时，“潜山四大才子”之一的程长庚曾

生活于此。

在视频里，笑点过后，话锋一转，当地的

解说员介绍起了京剧鼻祖程长庚的生平，同

时展示了故居样貌。就是在这种幽默风趣的

视频氛围里，网友们看到了一个活力十足又

历史厚重的程家井村。

潜山一共有 175 个行政村，每个村各有特

色，如何让笑点与村情村貌完美结合？视频

团队下足了功夫。

在采访中，何格给记者展示了一本厚厚

的《潜山市村情介绍》，里面详细记录了潜山

各村的自然资源、产业发展、风景名胜、历史

典故等信息。

“在‘Hi 潜山’正式开拍之前，我们召集了

各个乡镇组织委员，既是协调配合，也让各个

乡镇把每个村的村情和特色梳理出来，最后

编辑成这本村情介绍。”产敬春说。

这本 400 多页的书已经被何格翻旧了许

多，“拍摄之前，我都要了解这个村有哪些值

得拍摄的点，要想好如何把笑点植入村情村

貌中，以轻松的方式拍出接地气的视频。”

光看文字介绍还不够，视频团队还要提前

踩点。“要去实地感受一下，看看到底是否适合

拍摄，也在真实的环境中找灵感。”何格说。

在拍摄程家井村的探村视频前，何格到村

里踩点，发现正是油菜籽收割的季节，他又联想

到村情介绍里提到的“潜山四大才子”。一条笑

料十足的探村视频在他脑子里有了初稿。

效果——

“让大家看到家乡的变化”

走在潜山市痘姆乡吴塘村的柏油路上，

身旁是大片的农田，还可以远眺天柱山主峰，

吹着微风，好不惬意。

“春天，这里有油菜花海。到了秋天，田

里的水稻成熟，又是另一种景致。”汪新星原

本在安徽合肥经营一家软件公司，2020 年开

始，他回到家乡潜山，在吴塘村盖起了民宿。

今年 5 月，“Hi 潜山”团队要到吴塘村拍

摄探村视频。作为村里的重点招商项目，村

干部向拍摄团队推荐到汪新星的民宿取景。

视频发布后，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现在还

处于试营业阶段，视频发布之后，就有不少网

民在后台询问我们的地址和价格。”汪新星说。

东畈村的石斛，大水村的红薯粉丝，方冲

村的毛香粑……不仅是乡村民宿，潜山各村

的农特产品也成为探村视频的主角，宣传带

动效果明显，“视频发布第二天，就有人来我

们村吃毛香粑，效果非常好！”方冲村党总支

书记储文革说。

在“Hi 潜山”的视频里，还有不少村民在

视频里学到了致富路径。

“我每天都看！也是想学习一下其他村的

特色产业。”王河镇先进村党总支书记陈立平说。

先进村的养蛙大户胡洁林，2019 年回到

潜山开始尝试进行“稻蛙共养”，经过摸索，现

在每亩的纯收益可达 1 万元。

但是，“稻蛙共养”的农田改造成本较高，

让很多村民望而却步。今年 1 月，“Hi 潜山”

把镜头对准了先进村的稻蛙养殖基地。视频

发出后，周边不少村民都来找胡洁林请教“稻

蛙共养”技术。

如今，王河镇的“稻蛙共养”面积已经从去年

的 700亩，增长到了 1000亩。“今年，我们还打算

投入 200万元，打造高标准的‘稻蛙共养’农田，

增加各村集体经济收入。”王河镇镇长黄幸福说。

“感谢您拍的视频，让大家看到家乡的变

化。”“什么时候能到我们村，在外地，想看！”

在“Hi 潜山”视频下面，总会看到在外潜山人

的留言，留言里既有淡淡的乡愁，也是对家乡

发展的期待。

“让潜山人特别是在外潜山人，能够通过

他们的视频进一步了解潜山近年来的重大发

展，浓厚家乡情怀，时机成熟时返乡创业、投

资兴业，壮大乡村全面振兴队伍。”产敬春说，

“Hi 潜山”已成为潜山市内搭平台、外联老乡

的一个重要载体。

为了视频拍摄，同时不耽误学业，郭纯几

乎每个周末都要从安庆回到潜山，“的确挺累

的，周末课余的时间几乎没有了。但在视频

里宣传自己的家乡，看到乡村发展的真实图

景，我觉得很值得、很骄傲。”

6 月 10 日，驻村第一书记项龙已经结束 3
年的驻村工作。项龙告诉记者，他已再次申

请驻村。接下来，他将在潜山的另一个村庄，

开启两年的驻村工作，“我对乡村有感情，这

里的人和事都深深烙印在我心里”。

“我现在对潜山的熟悉程度肯定要超过

金寨了。”本是安徽金寨人的何格，已经走遍

了潜山的每个乡镇，他们团队的目标很明确：

“走遍 175 个村，为潜山发展助力。”

图①：郭纯（左一）、项龙（左三）和团队正

在拍摄探村视频。 杨千禧摄（人民视觉）

图②：视频团队探访过的潜山市槎水镇

逆水村。 仰 焘摄（人民视觉）

安徽潜山市80后驻村书记和00后大学生搭档探村—

用趣味视频为家乡带货
本报记者 罗阳奇

核心阅读

在安徽省潜山市，80 后
驻村书记项龙和 00后大学生
郭纯搭档探村，以趣味短视频
的方式，推介每一个村庄的文
化、风光和特产。在视频的帮
助下，乡村特产的销路更宽
了，文旅更火了，乡亲们也学
到了致富门路。

■我的家乡我建设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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