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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是专业，右手
是传播

俗话说：“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
事。”专家认为，要想做好应急科普
工作，就要把科学家群体动员起来。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协理副校
长 、 国 际 传 播 学 会 会 士 何 淑 仪 介
绍：“在当前的数字化世界中，公众
能 够 接 触 到 多 元 化 、 多 层 次 的 信
息，其中可能包括伪科学信息。公
众无法像科学家那样借助专业知识
来评估信息的可信度，只能停留于
表层的线索和信息。科学家有义务
帮助公众扫除伪科学‘陷阱’、建立
专业认知。”

应急科普工作需要哪些科学家参
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陈君石指出，自
然科学家懂得公共卫生知识，社会科
学家懂得信息传播知识，他们共同组
成科普人员主力队伍。

“过去，应急科普工作主要由自
然科学家负责，但是他们不知道如何
讲述公共卫生知识，导致应急科普信
息无法‘破圈’，专业知识无法传达
到公众。”陈君石介绍，因此，来自
心理学、营销学、社会学等专业的社
会科学家也需要参与到应急科普工作
中，策划出公众喜闻乐见的应急科普
传播方案，让更多公众接收并理解公
共卫生知识。

专家介绍，除了与其他专业领域
的科学家合作，自然科学家也应该积
极参与应急科普能力培训，提高科学
素养和传播能力。

“ 以 医 疗 体 系 为 例 ， 医 、 药 、
护、剂等专业人员都应该主动提高传
播能力，成为‘左手是专业，右手是
传播’的优质人才，以更好的专业知
识站在应急科普工作前端。”中国医
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
委兼秘书长施琳玲说。

近年来，中国着力建设健康科普
人员队伍并取得一系列成果。2020
年，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组建国
家健康科普专家库，包含来自健康教
育、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 30 多个
学科领域的专家。2022 年，上海市
卫健委、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
室联合公布上海市建成市级健康科普
专家库，包含来自 38 个学科领域的
专家。

“公共应急科普工作是一项长期
工作，人才是关键。”腾讯可持续社
会价值事业部智库负责人陈守双介
绍，2021 年，腾讯联合国家卫健委
干部培训中心 （党校）、国家卫健委
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等单位筹划“公
共卫生人才提升项目”，开展了“公
共卫生高层次人才专项”“新时代疾
控能力提升专项”“中青年临床骨干
医生国际培训专项”等项目的人才
培养。“项目至今培养疾控人才和卫

健人才共 20 万人，系统性地壮大了
公 共 应 急 科 普 人 员 队 伍 。” 陈 守
双说。

应 急 科 普 要 实 现
“去术语化”

应急科普工作面临哪些挑战？中
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介绍，
当前，公众的科学素养与高门槛的专
业知识之间存在较大落差，伪科学信
息容易“趁虚而入”，造成公众认知
混乱。此外，科学家在进行应急科普
时过于注重表述的专业化，频繁使用
高深的专业术语，导致公众无法理解
或者理解错位。

科学家应该如何开展应急科普工
作？施琳玲介绍，专业人士和机构的
沉默会产生信息真空，导致谣言和伪
科学信息滋生，因此，科学家必须把
握“时间窗”，在第一时间进行科普
和辟谣。

彭兰借助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提出
的“黄金4小时”概念来解释“时间
窗”。她认为，互联网的兴起缩短了
信息的呈现和传播时间。面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科学家需要在4小时内
发布专业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否则
就会贻误解决问题的时机。

在应急科普的语态方面，彭兰认
为，科学家需要把过去“以自己为
主”的宣传思维转换为“以公众为
主”的对话思维，把“以工作为主”
的通报视角转换为“以人为主”的表
达视角，在保持理性和感性并行的同
时，尝试加入年轻化、接地气的表
达，打破学术界和公众之间的隔阂。

在用词方面，爱尔兰国立都柏林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欧洲食品安
全局前主席帕特里克·沃尔建议，科学
家对公众进行科普时要注意“去术语
化”和“讲人话”，尽可能将专业术语转
换为公众耳熟能详的词语，在保证公
众能看懂、能听懂的前提下，帮助公众
理解复杂的科学原理。“在西方学术
界，科学家在发布科普文章前会先测
算文章的可读性指数——一种反映文
章理解难易程度的量化指标。在明确
大部分公众都能读懂后，科学家才会
发布文章。”帕特里克·沃尔说。

新形式、新科技赋
能应急科普工作

“游戏可以重来，生命只有一
次。你会是下一个吗？”点开“一年
一度野生菌试毒大赛”微信小游戏，
从几张印着不同野生蘑菇的图片中选
择出无毒的蘑菇，一旦选错，这句提
示语就会弹出。

这款游戏日前由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和吉首大学联
合出品，也是陈君石参与的“社会科

学循证的精准科普”研究中的一环。
陈君石表示，食品安全是公共卫

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为了提
升食品安全应急科普水平，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探索出“以受众为
中心的精准科普过四关路径模型”。

第一关“目标关”明确了要传达
科学信息、更要改变公众行为的目
标。“以毒蘑菇科普为例，近年来，
食用野生毒蘑菇引发食源性疾病的现
象屡见不鲜，这是由于传统的科普目
标——劝说公众不要采食野生蘑菇
——过于宽泛、难以着力。我们调查
发现，公众普遍存在‘乐观偏差’心
理，高估自己辨别毒蘑菇的能力。”
陈君石说，“我们将宽泛的目标分解
为更加精准的目标——提高公众对野
生毒蘑菇的辨识能力，设计了这个小
游戏，用半教育半娱乐的游戏形式让
科普过程变得轻松有趣。”

第二关“设计关”是针对精准科普
进行产品设计，通过多维度调查分析
实现受众洞察，设计科普产品。第三关

“实施关”是通过政策干预、媒体干预、
产品干预和亲友相传四类干预措施，
让科普信息有效触达目标受众。第四
关“效果评估关”是通过开展科普效果
评估，提升科普策略质量。

纵览科普“四关”，陈君石强
调，科技在应急科普工作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在“设计关”中，基于人工
智能技术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有助于
增加受众分析的数据来源。这项技术
通过抓取分析网络大数据，可以快速
深入地洞察受众对事件的关注点、情
绪态度、需求、障碍、误区、影响因
素等，有效提升公众科学认知、科学
应对的能力。在“实施关”中，基于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的即时查询聊天机
器人，能够快速回应公众的食品安全
问题。“善用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有
效提升科普的反应速度、传播的广度
和效度。”陈君石说。

帕特里克·沃尔介绍，除了上述
用途，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用于社交
媒体上的舆情监测和分析，总结公众
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及主要关注点，
让应急科普工作更加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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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科普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科学、准确、及时的应急科普是
公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谁是应急科普队伍的主力？如何做
好应急科普能力建设与提升？近日，在由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北京
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北京大学、中国科协新技术开发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承办的“公共卫生应急科普能力建设与提升”专题论坛上，多位专家
进行了探讨。

健康中国
奋发有为

纵然有着20年工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外科医生朱育春，还是受
到了巨大的震撼。

近日，四川崇州某小区，一名2岁女童被烈犬扑倒撕咬，受伤严重。
女童送医后，朱育春参与救治后，在朋友圈发了一番感慨：“2岁娃娃如
此娇嫩的皮肤上，多达 20多处的撕咬伤，最长的有 8厘米，真是让我这
个两个娃的老爹，不忍直视。”

对于这样的伤情，朱育春表示，因为狗咬伤是特殊伤口，所以不能
一期缝合。而大面积地暴露皮肤裂伤的创面，有可能带来致命的水源电
解质紊乱，以及营养和蛋白的流失。所幸小孩的生命体征比较平稳，各
项指标并没有出现严重的危急值。

医疗救治中再怎么“所幸”，也无法改变孩子受到重创、生活受到严重
影响的事实。梳理新闻可以发现，除了崇州这件事，近年来，因为不文明养
犬导致的“狗伤人”悲剧，时有发生。而这些情况绝大部分本可以避免，狗本
可以不伤人。如何避免？一句话，养犬要办证，遛狗要牵绳。

如此简单的道理，为何屡屡被忽视？从主观上看，有四种养狗的认
识误区，简称“四过度”，需要破除。

对狗过度自信——“我家狗很乖的，从来不咬人。”事实上，只要无
人看管，这狗就是一头猛兽，攻击性不可忽视。陌生人在它眼里，就是
蛋白质的来源。对主人，狗自然是忠诚的，但对其他人，即便是主人的
家人，狗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给狗过度自由——“在人少的地方，让它‘放飞自我’。”有些大型
犬，即便主人跟着，即便绑着牵引绳，都不安全。有人形容，遛大型
犬，相当于带了一把武器出门。如果狗主人力量较小，如果牵引绳力度
不够、质量不好、长度过长，狗随时可能脱离控制。

遛狗过度自私——“没事没事，它跟你玩儿呢。”有的养狗人士，放
任自己的狗去撒欢儿，看着自己的狗和小区里的孩子追逐打闹，也不
管。有动物保护人士做过科普，狗是欺软怕硬的，比自己个头大的人，
往往不敢咬，但小孩子就难说了。

养狗过度自欺——“别怕，它摇尾巴呢，是想跟你玩。”很多人觉
得，狗摇尾巴是讨好，没有恶意，是想亲近人、想亲近孩子。有资深养
狗人士指出，摇尾巴确实可能是示好，但也有很多狗在咬人之前，也是
摇尾巴的。这跟赌大小有什么区别？

综上所述，养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不是天天给它吃的喝的就完
了，必须尽到公共责任，加深对狗脾性的认识，提升养狗的安全意识。
如果真爱自己的狗，那就要做到这些，不然就有可能害人害己。

养狗须防“四过度”
杜晶晶

不久前一个下午，一个瘦小驼背
的年轻小伙子和一个面色黝黑的老妇
人，拎着一包被褥和几个装满行李的
塑料袋，来到北京朝阳医院骨科诊室。

接诊医生像往常一样，查看了患
者的入院手续、病史资料，询问既往史
等。老妇人是患者的母亲，方言比较严
重，话也比较少，基本都是用点头或摇
头作象征性回应。小伙子佝偻着身子，
尽力抬着头说道：“我是一名先天性脊
柱侧弯患者，先前在朝阳医院做过胸
腰部的矫形手术，手术效果非常好。但
是头还是抬不起来，这次想再做一次
颈胸部的矫形，想再拼一次。”

原来，这是一位准备接受第二次
侧弯矫形手术的患者。从小在山区长
大，先天的脊柱侧弯让他成为村子里
的嘲笑对象，每天佝偻着的不仅是他
的躯体，他的理想和希望也被现实重
重地压在地上。因为身体的不足，他

无法正常地上学，找不到一份糊口的
工作，生命中的另一半也迟迟未出
现。“我想改变，我要改变。”小伙子
尽力仰着头，坚定地对医生说。

改变并不简单。术前的检查结果
和规划都表明这次手术风险极大，矫
形效果也可能达不到完美，要不要为
他“拼一次”？

术前一天，骨科副主任、主任医
师刘玉增查房时，关心地向患者嘱咐
道：“小伙子，术前谈话都交代得很
清楚了，我们会尽全力为你矫形，但

是手术风险和预期效果需要你自己想
好，做与不做好好考虑考虑，再做决
定吧。”

小伙子的母亲脸上又泛起了犹豫
的神情，焦急地用方言不停询问着手
术费用、风险等问题。小伙子坚定地
说道：“我做！我一定要拼一下，我
要重新抬起头来。”生命的不屈和希
望的力量在他身上绽放出来，感染了
为他提供服务的医护人员。

虽然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挑战，
但是，在骨科主任海涌教授精湛的手

术操作和脊柱团队的密切配合下，经
过几个小时的“奋战”，手术顺利结
束。脊柱的矫形效果让人非常满意，
小伙子终于能“昂首挺胸”了。

术后，母子二人的紧张情绪明显
得到缓解，脸上也露出了笑容，对术
后的查体与检查也十分配合，情绪显
而易见地开朗起来。小伙子经常和来
看望他的住院医生聊起家乡，聊到他
想继续上学，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
结婚生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看到侧弯
患者，第一反应是同情，常以对待弱
者的心态对待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受
人帮助、在无法实现改变的时候向现
实妥协。但是，这位小伙子“想再拼
一次”的坚强与乐观，对医护人员来
说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最终，医患
同心，战胜了疾病，实现了一场爱的
双向奔赴。

为患者“拼一次”
成峰琦 康 南

图为海涌 （右二） 正在进行术中操作。 北京朝阳医院供图

日前，重庆市高新区香炉山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在这里
居住的老人过生日。

这是高新区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高新区始终把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发展作为重要民生工作来抓，将养老事业发展纳入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同步推进，坚持“科学养老、高新享老”理念，不断提
升养老服务科学化、专业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
多层次的养老服务，努力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刘 森 夏 勇摄影报道 （人民视觉）

人在画中骑

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
市喀喇沁旗以“旅游+康养”为
切入点，全力开展特色旅游产业
与林下康养产业的深度融合，同
时积极发展中蒙药材产业。目
前，辖区内的马鞍山森林公园登
山步道、康养营地及山顶花海等
项目均已建成对外开放，为人们
的健康生活增添了新的场景。

图为骑行爱好者在马鞍山景
区内骑行。

杜佳伟摄 （人民视觉）

本报长沙电（记者颜珂）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面推行6S管
理，开展村卫生室门诊统筹医保报销，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重点人群，提供

“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重点围绕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开展巡
回医疗、优化门诊服务等十个维度，湖南省近日推出二十条便民惠民服务举
措，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根据近日印发的《湖南省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湖南省紧密
型城市医疗集团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的三级、二级医院预留至少20％的
门诊号源，优先向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
卫生院为辖区常住居民提供上级医院专科门诊预约服务。二十条举措还包括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延时、开展巡回医疗、推动家庭医生主动联系和服务
签约居民等。

湖南推出基层卫生健康
便民惠民服务新举措

图为微信小游戏“一年一度野生
菌试毒大赛”的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