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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
常昭瑞表示，当前我国新冠病毒
感染处于低流行水平，且新冠病
毒BA.2.86变异株及其亚分支占
比较低，目前该变异株在我国的
公共卫生风险较低。迄今为止，
我国在呼吸道疾病病原体监测方
面未发现未知的新病毒和细菌。

据介绍，近期受到关注的
JN.1变异株，是BA.2.86变异株
的一个亚分支。世界卫生组织评
价BA.2.86变异株临床重症感染
风险为低等，总体评价公共卫生
风险较低。

正确佩戴口罩是预防呼吸道
疾病传播的重要手段。常昭瑞表
示，为保暖佩戴的棉质口罩并不
能有效阻挡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

传播病原体，建议公众结合自身
健康状况、所处环境的感染风险
科学选择口罩。

专家提醒，为保暖或预防感
染而同时佩戴多个口罩是不可取
的。正确佩戴口罩应注意以下6
点：专人专用，不交叉使用；一次
性使用医用口罩，建议单个累计
使用时间不超过8个小时；前往医
院就诊、陪诊时，近距离接触有呼
吸道症状人员后，应及时更换口
罩；口罩被体液污染后，要立即更
换；口罩脏污、变形、损坏、有异味
时，需及时更换；超出使用期限的
口罩、不符合我国现行国家或行业
技术标准的口罩，要及时更换。

（据新华社北京12月 17日
电）

据新华社成都12月17日电 记者
17日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获悉，
在中德双方的共同保障下，大熊猫双胞
胎兄弟“梦想”和“梦圆”于17日平安抵
达成都。

2017年6月，雌性大熊猫“梦梦”和
雄性大熊猫“娇庆”从中国成都抵达德国
柏林动物园，开始了为期15年的旅居生

活。为此，园方专门打造了占地近5500
平方米的“熊猫园”。2019年8月31日，

“梦梦”生下双胞胎“梦想”和“梦圆”。
根据德国柏林动物园与中国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签署的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
协议，双胞胎“梦想”和“梦圆”在柏林生
活四年后返回家乡四川成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很多
女性在孕期会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一
项新研究发现，导致孕吐的原因与一种
作用于脑干的激素GDF15有关。控制
或阻断该激素与大脑相互作用或有助于
防治孕吐。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在英国《自
然》杂志发表论文说，他们通过临床研究
与动物实验发现，孕吐与GDF15激素有
关，这种激素与大脑后脑区相互作用。

未怀孕女性身体中的GDF15通常
处于较低水平。研究发现，孕吐严重的

女性身体中GDF15水平显著升高。若
未怀孕女性身体中该激素水平较高，则
会降低她们怀孕后出现孕吐的风险。

此外，胎儿产生的GDF15与孕妇对
该激素的敏感性会影响孕妇恶心呕吐的
严重程度。该研究负责人、英国剑桥大
学斯蒂芬·奥拉伊利教授表示，子宫中胎
儿产生的GDF15是孕妇所不习惯的，孕
妇对这一激素越敏感，孕吐就越严重。

研究人员表示，深入了解这一机制，
找到控制或阻断GDF15与大脑相互作
用的方法，或有助于预防和治疗孕吐。

据新华社酒泉12月17日电 12月
17日15时0分，双曲线一号商业运载火
箭在我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

搭载的迪迩一号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双
曲线一号商业运载火箭的第六次飞行。

近期，全国多地出现降温降雪天气，儿童呼吸

道疾病处于高发季节。全国妇幼保健系统儿科医疗资源

总体情况如何？患儿居家护理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国家

卫生健康委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冬季呼吸道疾病

防治关切。

妇幼保健机构在保障儿童健
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卫
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副司长沈海
屏表示，目前，全国三级妇幼保健
院中98%设置了儿科，二级妇幼
保健院中91%设置了儿科，各级
妇幼保健院儿科实有床位6.78万
张。

据介绍，随着儿童呼吸道疾
病进入高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
印发相关文件，统筹指导和推进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扩能增效，从
以下三方面全力保障儿童就医需
求。

——扩充儿科服务资源。指
导妇幼保健机构加强人员调配，
儿科医生全员上岗接诊，从儿童
保健科、内科等相关科室抽调具
备资质的人员，充实儿科门诊力
量。强调门诊“应开尽开”，在就

诊高峰期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增
加号源、加开诊室和诊疗区域、开
设夜间门诊和周末门诊等举措，
最大限度满足儿童就医需求。

——优化空间布局和就诊流
程。指导各级妇幼保健机构优化
门急诊布局，实现儿童呼吸道疾
病的诊治与儿童保健服务分区。
将儿童的门急诊、采血等区域相
对集中设置，减少患儿和家长在
院内的交叉流动，减少交叉感染。

——推进“互联网+”服务。
指导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推进互联
网医院建设，通过网上门诊复诊、
在线开具处方、线下物流配送药
品到家等方式，减轻线下就诊压
力。推进儿童智慧医疗服务，采
取分时段预约、在线查询检验结
果等方式，引导错峰就诊。

针对家长们普遍关注的患儿
居家护理问题，广东省广州市妇
幼保健院呼吸科主任卢根表示，
对患病儿童来说，应根据病情变
化选择居家休息或及时就医，不
要带病入园或上课。家长要避免
在没有医生指导下，自行给孩子
服用抗菌药物。

专家建议，在居家护理时，若
儿童发热，要适当少吃海鲜、鸡蛋
等易引起过敏的蛋白质，多吃西
红柿、苹果、柑橘等维生素含量丰
富的蔬菜、水果，避免食用煎、炸、
烤及辛辣刺激性食物，多饮水、保

证充足睡眠。同时，要教会孩子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多子女家庭
尽量做好患儿与其他孩子的隔
离，以免相互交叉感染。当患儿
出现剧烈咳嗽、呼吸急促、持续高
热不退等情况，要及时就医。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妇幼
保健院中医科主任郭钦源表示，
利用中医药方法防治儿童呼吸道
疾病，日常可用山药、莲子、百合、
银耳等熬成药膳粥服用，改善儿
童睡眠和食欲。在疾病恢复期，
若咳嗽痰多，可用陈皮、罗汉果煮
水后服用，化痰止咳。

多措并举保障儿童就医需求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布会回应冬季呼吸道疾病防治关切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扩能增效 保障儿童就医需求

儿童居家护理需注意这些事项

新冠病毒感染当前处于低流行水平

“

控制一种脑干激素或有助防治孕吐

旅德大熊猫“梦想”和“梦圆”平安抵达成都

我国成功发射双曲线一号商业运载火箭

12 月 16 日，满
载 6.5 万吨液化天
然气（LNG）的“北
斗星”轮靠泊在中
国 石 化 天 津 LNG
接收站进行卸船作
业（无人机照片）。
今年供暖季以来，
中国石化天津LNG
接收站已接卸12船
约70万吨液化天然
气，气化外输天然
气7亿立方米。

（新华社发）

12月17日，在安
徽省合肥市肥西县，
安徽送变电工程有限
公司检修工人在利用
无人机巡检输电线
路。

为应对近期大范
围寒潮和低温雨雪冰
冻天气，各地、各部门
采取多种措施，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温
暖过冬。

（新华社发）

多措并举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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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超市
尽享城市烟火气

本报记者 朱颖江

“铁锅沙炒花生。”“沙炒
花生。”12月16日20时，解
放路（工字路至山阳路段）两
侧有许多流动商贩趁着夜色
售卖水果、蔬菜、零食等商
品，在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
炒花生最为吸引人。

“这花生真的是铁锅沙
子炒的吗？”解放路与工业
路交叉口西南角，停在路边
的面包车内装着几大麻袋
炒花生，一位老人有点怀疑
花生的制作方法，再三向男
摊主确认。

“叔，您随便抓一把花
生，看看手上有没有沙子。
要不，您尝尝，塑料袋和麻袋
里的随便尝。”男摊主说着，
便从车上的麻袋里抓了一把
花生放在老人的手里。接
着，他去招呼其他客人了。

这位老人拨出一粒花
生，放在嘴里慢慢地嚼着，仿
佛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了。

不知道是老人给男摊主
带来了好运，还是铁锅沙炒
花生吸引了大家，10多分钟
卖出了七八包花生。心情大
好的男摊主主动和老人攀谈
起来。该老人咂了咂嘴，说：

“就是这个味。”
炒花生在年轻人眼里

“不值钱”，也没有开心果、
巴旦木、松子、榛子等身价
颇高的干果吸引人。当然，
年轻人也不懂铁锅沙炒花
生和烘干的花生有何区别，
更不懂在老一代人心里，炒
花生和过年的关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只有过年的时候，母亲才会
拿出一些花生用沙子炒熟
后当菜来招待客人……”寒
冷的冬夜，这位老人的回忆
让人感到一丝丝温暖，酥脆
的花生打开了老人的话匣
子，附近几个卖东西的摊主
也加入讨论，回忆起过去的
时光。

人就是这么奇妙，有共
同话题时，什么话都能敞开
了说。男摊主说，每年临近
春节时，他都会卖花生、瓜
子、巴旦木等炒货。之前，
烘干的蒜香味小花生最好
卖，还有巴旦木。今年不知
怎么回事，一直畅销的那些
炒货销路不好了。前几天
进货，他看到厂子生产的铁
锅沙炒花生，就想起自己小

时候家里炒花生的往事，便
进了一批货，没想到两天就
卖完了。看到铁锅沙炒花
生销路好，他干脆只卖这
个。

男摊主说：“年轻人买
这个就是图个新鲜，许多中
老年人会买很多，想必是怀
念以前的生活了。”

先前尝花生的老人说，
他10多年没有吃到过这么
香的花生了，用铁锅沙炒的
花生和烘干的花生口感完全
不一样，前者酥脆，保留了花
生原有的香味；后者口感发
硬，因添加了各种香料，根本
吃不出花生的香甜味。

老人接着说，小时候特
别喜欢过年，因为过年可以
吃到炒花生、炒瓜子这些稀
罕物。以前家里种的花生主
要用于榨油，这些油是要卖
钱过日子的，花生也显得特
别金贵。那时村里谁家要是
炒花生了，隔着几条街都能
闻到香味。

人的味蕾很奇怪，总是
能够深刻“记住”过去的味
道，面对如今琳琅满目的食
物却吃不出味道了。

铁锅沙炒花生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手工棉衣里的美好回忆
本报记者 梁智玲

这个冬天谁才是最佳保
暖单品？跟着新时代的年
轻人选花棉袄准没错！最
近一段时间，“花棉袄风”从
线上到线下，正席卷而来。

“现在流行的花棉袄，不就
是我们小时候穿的手工棉
衣吗？看来潮流真是一场
轮回。”“70后”李丹丹拿出
压在箱底多年的手工棉衣，
试穿了好几次，寻找珍藏在
心底的美好回忆。

李丹丹小时候生活在
农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
的农民，靠着几亩薄田养
活她和弟弟、妹妹。农村
的生活季节性很强，春、
夏、秋三季都在田地里劳
作。等到小麦播种后，天
气越来越冷，家里的农活
只剩下剥玉米、掰棉桃，这
两样活计没有太强的时令
性，一般是一家人围坐在一
起完成，也就构成了全家

“猫冬”的画面。
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冷，

时间也格外悠长。刚入冬，
李丹丹和弟弟、妹妹就开始
期待母亲缝制的棉袄、棉
裤。“从集会上买来一块碎

花布料，挑选出自家田地里
收获的棉花，母亲制作棉衣
的材料就备齐了。白天为生
活忙碌，缝制棉衣的工作母
亲一般在晚上进行。她会拿
着皮尺在我们身上量来量
去，把腰围、胸围、肩宽、袖
长、衣长等尺寸记在小本上，
然后开始裁剪。”李丹丹说，
她觉得母亲像一个神奇的工
匠，一针一线缝出了一件件
温暖又漂亮的棉衣。

手工制作的棉衣不容
易清洗，那时孩子们都会在
棉衣外面再穿上一件罩衣，
罩衣一般选择花的确良布
料制作。俊俏的大姑娘、小
媳妇们会用缎面制作活里
活面的棉袄，那在当时可是
时尚的代名词。很多年过
去了，那些手工制作的棉袄
和棉裤，那些与家人围坐在
火炉旁的温暖时光，成了

“70后”“80后”温暖、幸福的
回忆。

如今，科技的进步为人
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变化，
手工制作的棉袄和棉裤已
被轻薄的羽绒服和现代化
材料的棉衣所取代。李丹

丹很多年没有再穿过手工
制作的棉衣、棉裤。但她上
高中时，母亲为她缝制的一
件花棉袄一直珍藏在箱
底。几十年过去了，那件棉
袄依然饱满、柔软，小立领、
盘扣的设计，现在看来不仅
不过时，反倒赶上了今年的
时尚潮流。

除了棉衣外，童年回忆
里还有手工制作的护手棉
套、棉鞋，也是那个时代冬天
的“标配”。小时候，农村的
冬天基本没有取暖设施，多
数小孩子的手脚都会被冻
伤。为了防冻，妈妈会为孩
子制作护手、护脚的整套“装
备”，天寒地冻的季节，它们
仿佛孩子的“护身符”，不仅
暖了身，还暖了心。

美好的回忆，幸福的画
面。一件手工制作的花棉
袄，包含了母亲无尽的爱
意，是童年时代的一个记忆
符号。“当今流行的花棉袄
更像一种文化符号，这种文
化的传承让我们有了更深
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李丹
丹说。试穿着箱底的花棉
袄，她仿佛回到了旧时光。

冬日的阳光总是那么温
暖。12月 16日早，家住解
放路六号院的章大妈看到久
违的阳光，立马约邻居刘大
妈一起逛超市。她俩加起来
150多岁，可一说去逛超市，
她俩像少女一般，一路说说
笑笑。

解放路六号院周边大大
小小的超市数十家，但最让
大家喜欢的还是百货大楼焦
东超市。这个超市是附近一
片建成年代较早的大型超
市，也是周边居民购买生活
日用品的首选场所。

章大妈和刘大妈甚至小
区其他老人都是这个超市的
常客。俩人走进超市，在蔬
菜区挑选食材时遇到了好几
个熟人，他们一起讨论着午
饭做什么，手里挑选着蔬菜，
然后装袋称重，一套操作行
云流水。

这次采购，章大妈买了
1个茄子和2个西红柿。刘
大妈买了1段莲藕。俩人结
账后乘坐电梯到一楼，坐在
休息区的椅子上聊天，并不
着急回家做饭。

在超市一楼的休息区，
一年四季都能看到手里拎着
菜、坐着休息的老人。夏天，
他们在超市乘凉，冬天在这
里取暖。“之前习惯去菜市场
买菜，后来菜市场没有了，改
成到超市买菜。起初根本不
习惯，几十年适应下来，如今
逛超市和年轻时上班一样准
时。”章大妈笑着说。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

心。超市提供的一站式购
物，已经成为大家生活中的
一部分，尤其是上了年纪的
老人。

“我最初到超市买东西
也不习惯，感觉东西贵，还
不能讲价。可孩子们喜欢
到超市买东西，加上周边没
有菜市场，只能慢慢习惯。”
刘大妈说，“转眼20多年过
去了，我们这些‘老古董’习
惯到超市购物了，却又流行
起网上购物。我们已经老
了，要是再年轻几十岁，也
得赶赶潮流，现在是赶不上
了。”

正如老人说的那样，之
前掌握流量密码的是菜市
场，超市后来居上改变了大
家的购物习惯。现在，网购、
社区团购再次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但上了年纪的老人则
成为超市等实体门店的忠实
顾客。

记者了解到，山阳路与
解放路交叉口附近原来有菜
市场、商场，这里是焦东最为
热闹的地方。随着城市东
扩，新商业体、新建小区的出
现，商圈北移，形成了以现在
百货大楼焦东超市为主的新
商圈。在超市北侧，新建的
小吃街也成为居民经常光顾
的地方。都说，有人的地方
就有买卖，但真正吸引人的
是烟火气。城市的烟火气才
是让人安居的底气。

上图 人们三三两两地
到超市购物。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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