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12月11日 星期一 编辑 李 琳 版式 赵 恒 校对 马 丽 组版 常 琳 新闻报料：3909990A04 社会

世界上最温暖的路，是和
家人团聚的路。

12月7日，跨越近800公
里，家住江苏省扬州市的王仁
元和妻子来到焦作市公安局
解放分局刑侦大队。

“姐啊，找了这么多年，终
于见到你了！”走进该大队会
议室，王仁元再也忍不住，热
泪盈眶。他和在此等待的姐
姐王文亚紧紧地抱在一起，久
久不愿松开。

“感谢焦作公安！感激扬
州公安！”亲人离散60多年，
终于等到欣喜的奇迹，迎来圆
梦的时刻。擦擦泪水，姐弟俩
心中满满感激，不断对身边的
公安民警表示感谢。

这是一段艰难的寻亲路。
1959年，当年王仁元的

母亲在上海打工。由于家中
贫困，实在无法养活 4个子
女。那一年，刚刚出生两个多
月的王文亚被其他家庭抱养
了。

“后来一家人回到扬州
老家生活，生活条件改善了，
母亲就特别思念这个被抱养
走的女儿，想要寻亲……”王
仁元回忆，上世纪 80年代，

他和其他姊妹到上海寻找过
线索。

然而，他们打听到，由于
当时生活条件不好，抱养走姐
姐的家庭后来又将孩子送到
了上海一家孤儿院。之后，有
人从孤儿院又将孩子抱养，并
离开了上海。

没有名字、没有照片、没
有记录，寻找的希望非常渺
茫。

王仁元回忆，虽然寻亲困
难重重，但他们一直没有放
弃。之前还听说姐姐可能被
送到了内蒙古，一家人去寻找
过，不过也没结果。直到今
年，王仁元和家人得知公安机
关开展的“团圆行动”，于是向
扬州警方求助，采集了血样信
息等。扬州警方将信息上传
到数据库，希望能打开寻亲突
破口。

2021年，全国公安机关
开展了以侦破拐卖儿童积案、
查找失踪儿童为主要内容的

“团圆行动”。行动启动后，焦
作市公安局高度重视，周密部
署，不断积极推进行动向纵深
发展。

今年11月，市公安局解

放分局刑侦部门核查出一条
关键线索：如今在焦作生活、
一名叫王文亚的女子血样信
息与王仁元及其家人高度吻
合。

近年来，市公安局解放分
局成立了专门的行动小组，已
先后帮助近20多个失散家庭
团圆，寻亲经验丰富。获悉线
索后，民警马上和扬州警方取
得联系，对比核实，又积极和
王文亚沟通调查。最终证实：
寻亲的王仁元和王文亚是亲
生姐弟。

消息传到扬州，双方警方
协同配合，让王仁元第一时间
来到焦作和亲人相见。12月
7日下午，解放警方特意准备
了一场认亲会，让团聚更加温
馨。

认亲会上，王仁元专门送
上了两面锦旗，一面送给焦作
市公安局，一面送给市公安局
解放分局。在焦作生活的姐
姐王文亚说，接到解放警方的
电话时她特别激动。60多岁
了，还能和亲人再相见，简直
像做梦一般。下一步，她将跟
随家人去扬州看望已经90多
岁的母亲，了却老人的心愿。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您
知道焦作路矿学堂一号毕业
证长啥样吗？您知道它的主
人是谁？它身在何方，又有着
怎样的故事吗？12月8日，作
为中国煤炭科技博物馆的“镇
馆之宝”——焦作路矿学堂一
号毕业证登上《中国教育报》。

文章介绍，中国煤炭科技博
物馆于2009年开馆，是由教育
部、应急管理部及中国煤炭工
业协会共同支持，中国矿业大
学承建的高校综合性博物馆。

在该博物馆的一角，挂着
一张约半米长、半米宽的毕
业证。它是中国矿业大学前
身——河南焦作路矿学堂
1912年为首届毕业生颁发的
编号为第一号、等级为头等
的毕业证。

焦作路矿学堂一号毕业
证，是中国矿业大学历史上第
一张毕业证书。证书的主人叫
张世忠，河南开封人。该证书
为长46厘米、宽42厘米的长
方形，内容显示当时的学制为
三年；其后清晰分列科目，计分
严格，细为分、厘、毫，按三年总
平均分数分为头等、二等毕业
文凭，并列有曾祖、祖、父三代
人姓名。该证书显示，张世忠
以82分成绩拔得头筹，获得编
号为第一号的毕业证书。

据文章作者介绍，1910年
2月，张世忠考入焦作路矿学
堂，攻读矿业专业。他和大多

数青年有识之士一样，抱有“实
业救国”“工程报国”的坚定信
念和爱国情怀，深刻意识到“国
家的兴衰，都在青年身上、在青
年的求学时期”，因此知难而进
选择焦作路矿学堂。他和同学
们在焦作路矿学堂发愤苦读，
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开阔
新视野。1912年年末，首届学
生毕业考试结束后，张世忠各
门课程的总平均成绩为82分，
获得焦作路矿学堂颁发的编号
为第一号、等级为头等的毕业
证。

毕业后，为了表达献身矿
业的报国之志，张世忠将自己
的名字改为张广石（广、石二字
合起来为“矿”字）。新中国成
立后，张广石加入了中国矿冶
工程学会。

2013年，张广石的儿子张
印将父亲的毕业证书捐赠给母
校，这张编号为学校第一号的
毕业证书回到了离别一个世
纪的“家”。张广石先生倾尽
毕生精力奉献于矿业事业，是
中国矿业大学几十万校友的
杰出代表。为了纪念他对矿
业事业的奉献，学校专门设立
了以张广石先生命名的专项
奖学金，旨在奖励采矿工程专
业成绩优异的学生，勉励矿大
学子继承和学习“一片赤诚爱
祖国，殚精竭力为矿业，无私奉
献为人才，潜精研思搞科研”的
张广石精神。

本报讯（记者李锴）睡眠
质量关系到孩子的健康成长，
为保证午托生在校能有足够
的睡眠，切实解决午休“趴着
睡”的问题，山阳区焦东路小
学因地制宜，多措并举为午托
生创造温馨午后时光，让他们
在学校能吃得健康、住得舒
适、睡得踏实。

脖颈酸胀、手臂发麻、脊
柱侧弯……趴在课桌上午休
的“副作用”一直困扰着学生
与家长。为了给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今年秋
季开学前，焦东路小学因地制
宜，克服场地不足、午休设备
不足等困难，为午托生打造出
两间温馨的午休室，并配备大
功率柜机空调，铺设双层防潮
垫。午托生只需自备枕头及
被褥，即可实现在垫子上“躺
着睡”的自由。

午休“平躺睡”，是保障午
托生下午体力和精力的加油
站。午休“躺平”，不仅让学生
更舒心，也能让家长更安心。
此外，该校在做到让午托生

“躺得下”的同时，还实现了
“躺得好”。中午放学后，午托
生会来到学校实验室，在这里
享受统一配送的营养餐。

餐后，带班领导和两名值
班教师将学生带到三楼午休
教室，男女生分室而眠。值班

教师会叮嘱孩子脱掉外套、摆
好鞋子、躺入被窝，强调午休
纪律后将灯熄灭，陪着学生一
起入睡。

在装有空调的午休室里，
这样的“躺平”午睡保障了学
生的舒心睡眠，更呵护了学生
颈椎、腰椎的健康发展。一个
小时的睡眠时间不仅为午托
生充了电，也让他们在下午的
学习中更有精神，得到了广大
午托学生家长的支持和赞誉。

“以前趴着午休，无法保
障学生睡眠质量。自从午休
躺着睡后，学生睡眠质量明显

提高，下午上课更有精神了。”
该校校长李波介绍。该校非
常重视午托学生的在校情况，
要求值班教师对学生进行午
休自理的指导，如脱衣、叠被
子、整理床铺等，同时关注学
生的午休安全，充分保障学生
的午休时间，帮助学生养成良
好的午休习惯，保证下午上课
质量。

上图 午餐后，孩子们来
到午休室，准备美美地睡一
觉。

本报记者 贺 珺 摄

2023年12月6日、7日，马村区实验学校教育集团组织开展了
“一年级家长会暨新生入学100天课程展示活动”，600多位学生家
长参加了此次活动。该校积极落实家校携手育人策略，定期开办
家校课堂，让家长为学校赋能、为孩子助力，努力实现双向奔赴。

张学勤 摄

焦作、扬州两地警方携手寻亲，近八百公里的距离，终圆——

等待六十余载的拥抱
本报记者 杜挺勇

从“趴”变“躺”解锁午休新姿势

焦东路小学让午托生在校舒心“躺平”

焦作路矿学堂一号毕业证长啥样

《中国教育报》
刊登来自焦作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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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传胜）12
月8日、9日，2023年焦作市艾
滋病、结核病质控工作暨传染
病归口管理政策培训会召开，
市卫健委、市疾控中心、市卫生
健康技术监督中心、市第三人
民医院等相关领导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做好传染病归
口管理、定点治疗工作是预
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
与流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的重要措施。国家法规也
明文规定，传染病患者就地归
口管理、集中收治。今年10月
18日，市卫健委、市财政局、市
医疗保障局三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传染病患者归口管
理定点治疗的通知》，重申所
有参保单位的传染病患者必
须到定点医院治疗。在12月
8日召开的会议上，市卫健委
和市疾控中心相关部门领导
进行了政策解读。会议还邀
请了省疾控中心结防所所长

孙定勇、河南省胸科医院主任
医师刘新授课。

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书
记王建明致辞时指出，经过30
余年的发展与积淀，该院奠定
了深厚的学科基础，得到了业
界的广泛认可。在艾滋病诊疗
方面，该院作为市级艾滋病定
点医疗机构，多年来一直承担
着全市艾滋病抗机会性感染的
治疗和重症患者的救治任务。
2020年，该院成立了市级艾滋

病抗病毒治疗门诊，即“关爱门
诊”，主要承担我市各城区新发
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工
作，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全方位
的治疗、护理、人文关怀、心理
咨询及防治宣教；在结核病诊
疗方面，该院建立了结核病实
验室，开展了分枝杆菌鉴定及
耐药基因检测等多项检验项
目，利用支气管镜开展了支气
管镜下球囊扩张术、冷冻治疗
术、活检术等多种先进诊疗技

术。焦作市结核病门诊设立在
该院，主要承担各城区结核病
门诊患者的治疗和管理工作。

《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
阻断》《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
疗药品管理》《艾滋病抗病毒
药物及其不良反应》《感染性
疾病的外科干预》《2023年焦
作市艾滋病诊疗质控问题反
馈》以及《警惕耐药结核病》
《支气管镜在结核病中的临床
应用》《非结核分枝杆菌病介
绍》《结核病典型病例分享》
《支原体肺炎与结核病鉴别诊
断》《风湿免疫性疾病合并结
核分枝杆菌潜伏感染的诊治
专家共识》……在12月9日召
开的培训会上，艾滋病与结核
病两个专业领域分成了两个
会场同时进行，专家就结核
病、艾滋病诊疗领域作专题学
术讲座。

左上图 培训会现场。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近期，各类流感、支原
体病毒感染呈现频发态势，
各大医院儿科人满为患。
日前，有家长致电本刊热
线，咨询高烧患儿的护理常
识。为此，记者采访了市人
民医院儿科一区护士长牛
莎。牛莎提醒，孩子出现发
烧、咳嗽，家长应先选择正
规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明
确病因，遵医嘱用药。需要
居家护理时，要先关注孩子
的体温。

牛莎解释，发烧是流感
的主要症状之一，体温会有
一个持续、反复的状态，体温
最高会达到40℃。遇到这
种情况，家长不要惊慌，在患
儿体温超过38.5℃时，可口
服退热药物布洛芬或对乙酰

氨基酚，6个月以下的患儿口
服对乙酰氨基酚，6个月以上
的患儿可以使用布洛芬。吃
药30分钟后观察体温，体温
反复的话可以间隔四五个
小时再吃一次。另外，体温
超过38.5℃，还可以采用温
水拭浴等方式进行物理降
温，物理降温主要是通过传
导散热来降低体温。

牛莎表示，在体温上升
期，孩子出现寒战、主诉发
冷时，家长要适当给孩子增
添衣物或盖被。高热的持
续期和退热期，孩子表现为
面部发红、出汗，这个时候
不要捂，要适当减少衣物或
盖被，以有利于孩子退热。
假如持续高热状态，体温不
降，可能引起高热抽搐，尤

其是6个月以下的患儿，这
时按照护理要求，主张高热
持续期和退热期，穿秋衣、
秋裤，摸着手脚不凉就可
以，如果感觉手脚凉，则需
要适当在腹部加盖小被
子。总之，发热期间多观察
孩子的体温，并采取适当措
施是最重要的。

牛莎提醒，发热期间，
要让孩子多喝水，补充水
分。因为退热后，在体温下
降的同时，出汗也会多，可
能引起脱水。假如孩子吃
饭差，可以补充一些糖盐
水。此外，要遵医嘱规律用
药，如果用药周期不足，病
毒会在体内反复复制，容易
复发。

健康的身体、美丽的容颜是每一个
女士的向往，但是怎样才能用最简单的
方式达到这个目的？日前，记者采访了
市人民医院皮肤烧伤整形科护士长郭
艳，她告诉记者，健康美丽可以从早上
喝一杯温开水开始。

郭艳说，随着现代人们生活节奏的
加快，越来越多的女性希望用更简单的
方法来实现自身的健康和美丽。然而，
许多人不知道，每天早晨喝一杯温水，
就能帮助大家实现这两个目标。首
先，清晨的一杯温水有助于清洁消化
系统。因为在睡眠过程中，人们的胃
肠道会积累一些废物和毒素，而温水
可以帮助刺激肠道蠕动，促进排便，从
而有效地清理这些废物和毒素。这
样，在新的一天开始时，大家就可以拥
有一个干净、健康的消化系统。其次，
清晨的一杯温水对于皮肤也非常重
要。水是生命之源，也是皮肤的最佳
保湿剂。当女性朋友的身体缺水时，
皮肤会变得干燥、暗淡，甚至出现细纹
和皱纹，而温水可以迅速被身体吸收，
为皮肤提供充足的水分，从而使皮肤保
持水润、光滑、弹性。

郭艳介绍，清晨的一杯温水还有助
于提高新陈代谢。当人们喝下温水后，
体温会稍微升高，这会刺激体内的新陈
代谢过程，帮助身体更有效地燃烧脂
肪，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同时，新陈
代谢的提高也有助于改善身体的免疫
功能，使人们能抵抗疾病的侵害。

郭艳提醒，虽然清晨的一杯温水有
许多好处，但大家在饮用时也需要注意
一些事项：一是水温不宜过高，最好控
制在35℃~40℃，以免烫伤口腔和食
道；二是在饮用前应该先刷牙，以清除
口腔中的细菌；三是在饮水后应该等待
一段时间再吃早餐，以便让水有足够的
时间被身体吸收。

偶然的暖阳终究抵挡不
住寒流的脚步，刚刚还在出
汗的人们，马上开始探讨如
何度过大雪时节。昨日，记
者采访了市中医院肝胆脾
胃科副主任赵秋升。

赵秋升提醒，《黄帝内
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
中说：“冬三月，此谓闭藏，
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
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
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
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
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
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
厥，奉生者少。”这其实就是

整个冬季养生的总原则。
因为，中医认为人体五脏之
肾，与四时之冬季相应，主
封藏、闭藏、静藏，阳气潜藏
于内。这个时候，人体表的
营卫之气相对薄弱，受寒气
侵扰，最容易感受寒邪而发
病。所以，此时的养生原则
还是要顺应自然规律，“去
寒就温，早卧晚起”，以顺应
冬季封藏的自然之道。

赵秋升介绍，张仲景的
《伤寒杂病论》也提到：“寒之
为病，肾先受之，其客于五脏
之间，脉引而痛；若客于八虚
之室，则恶血住留，积久不

去，变而成著。”大雪时节，寒
气凛冽，对于年幼、高龄或体
虚之人，最容易感受风寒邪
气，而寒邪容易伤人阳气。
这里说的“八虚之室”，就是
人们的肩关节、肘关节、髋关
节及膝关节等8个大关节部
位。中医认为，人体感受风
寒后，邪气容易藏匿在这些
部位，这也是老年人多风湿
或类风湿性关节病的原因。
俗话说：“人老脚先衰，寒从
脚下起。”所以，有“老寒腿”
的朋友在这个时节就要注意
了，除了穿厚袜、棉鞋、护膝
等防寒保暖外，最好每天能

泡泡脚，有条件还可以在泡
脚时和泡脚后按摩刺激一下
足部穴位。

赵秋升表示，饮食上，元
代忽思慧在《饮膳正要》中
曾提醒：“冬气寒，宜食黍，
以热性治其寒。”这是提醒
人们冬天不要再吃冷食。
同时，大家还可以根据体质
进补一些温补阳气的膳食，
但是一定要以保阴潜阳为
原则，做到“阴平阳秘”，防
止上火。另外，每天还应多
吃柚子、苹果等生津类水
果，对抵御冬季干燥有好
处。

我市召开艾滋病、结核病质控工作
暨传染病归口管理政策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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