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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夜里，合肥南一环裕丰花市附
近，60岁的王大爷散步途中，突发疾病昏迷
不醒。路过的女护士沈琼发现老人呼吸时
有时无，不惜跪地进行施救，从心肺复苏到
人工呼吸，几次将老人从死亡线上拽回，但
最终老人因病情严重，送医后抢救无效身亡
（本报已做重点报道）。

救人义举让人感动。但有没有这样一
种可能，如果沈琼不在现场，围观群体中还
有人懂得急救措施，去给予施救呢？现实
的过程也是喜忧参半，在沈琼救护期间，围
观者众，直至筋疲力尽时，一名年轻小伙主
动蹲下身，央求“现场教他心肺复苏”，配合
施救。

比较沈琼这次“平日里工作紧张得多而
条件却最简陋的一次急救”，今后在街头老
人性命攸关之际，120急救车未到前，还要
继续把院前急救的希望托付在“路遇医护人
员”身上？又能否一味地将急救方案放在
“路人现场临时教学，再接力急救”？

2014年 7月，合肥市公众急救培训学
校正式对外开放，运转半年来，有近万人次
接受过急救培训，但“人数还远远不够”，这
些接受培训的群体有哪些？学到了什么？
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有用吗？市场星报记者
进行了走访调查。

唐俊秋 姚娜 星级记者 张敏

提笔忘字，已经成了人们的现代病。举

行汉字听写大会，正是要提高教师汉字书写

教学以及学生执笔书写的积极性。

面对逐渐被高科技吞噬的书写能力，学校

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除注重课堂阅读的词语

积累，也要增加学生课外阅读的面和量，尤其

要开展经典阅读活动。大家觉得比赛中的字

平时不常用，但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典成语、

词语也逐渐被大家遗忘了。在信息爆炸的年

代，浅阅读盛行，人们应该重新拾起深阅读，因

为只有深阅读才能牵涉大量词汇，能拓宽词汇

量，提升自己的语感;阅读时还要尽量涉猎更

多知识领域，这样才能认识到更多日常词汇。

数千年发展积淀的汉字书写和传承正面

临着巨大挑战。键盘输入习惯使越来越多的

人提笔忘字，由于不常书写，汉字在相当一部

分人笔下也失去了原有的光彩与神韵。作为

汉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汉字在数千年的

文明史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它具有集

形象、声音和辞义三者于一体的特性，这在世

界文字中是独一无二的，更因为可以引起美

妙的联想而独具魅力。

对于当今中国的孩子们而言，培养孩子

们对于汉字和汉语文化的理解，提升孩子们

的汉字和汉语素养，这不仅是多认识了几个

汉字，多了解和多掌握了几个和汉字汉语有

关的典故，多了汉字作为工具的语言和社交

功能，多了作文和显示文化素养的能力，更重

要的是，是培养孩子们对附加在汉字和汉语

上的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的认识和

敬仰，如果汉字和汉语文化能够在孩子们身

上得到发扬光大，而不是逐渐退化、减少和濒

临灭亡，这不仅是孩子们幸甚，更是中国汉语

文化的继承和活担当。

“这个字你会写吗？”这是摆在每个中国

人面前的一道汉字和汉语的人文考题，“宝能

杯”汉字成语听写大赛本周即将进行总决选，

欢迎莅临现场观赛并参与。 陈宏友

汉字听写大赛的文化传承意义

来学习的群体中，孩子和中年人相对比较多，

“父母有意识培养孩子的急救意识，避免伤害。”王二

松分析，中年人多在五十岁上下，基本上到了上有

老、下有小的岁数，加上自己又是家庭的“顶梁柱”，

家庭压力和健康责任重大。

市民总觉得学点急救知识有备无患，譬如家有

小孩的市民，会倾向学习电击伤、食道异物、小儿高

热惊厥等急救常识；家有老人的市民，则选择骨折等

外伤、晕厥、休克的处理和心肺复苏术等。

此外，各类企事业单位约占全部培训人数的3

成，“特别是外企，非常注重员工的急救应急知识培

训，会主动邀请我们去现场，给台下几百人培训，甚

至企业内都会配备急救员。”

特别是公安、消防、旅游、教育、公交等行业，这些

从业人员更有可能成为突发事件的“第一目击者”，在

培训导师眼中，他们更应掌握全面的急救知识。

有单位时常组织员工接受培训，但在具体操作上，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还是有人在

“敷衍应付”。

什么人来学？
孩子和中年人比较多

“学习急救目的是什么？”答案有先后，“先救自

己，再救家人，或者先救家人，再救自己。”

但学习内容可根据兴趣和需要自主选择，通常

每一位培训导师都会把心肺复苏这一项单独拎出

来，现场示范，详细讲解。

“扶不扶”的问题就很直接。“路上遇到老人突发疾

病倒地，如果病情危重，会不会做简单的心肺复苏？”总

结下来，答案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不会去扶，怕被讹；另

一种是会扶但不敢救，怕贸然施救，造成二次伤害。

顾虑能理解，导师也坦言，“让一个从未学习过

急救知识的人，去给老人做心肺复苏，存在很大风

险，如果位置错误的话，弄不好就压断肋骨，造成二

次伤害。”

语调再转，“与其不懂瞎按，还不如学一点知识，

至少不会错按。”培训导师说，通过对仿真模型示范，

市民通常能在几十分钟内掌握基本要领，“学了肯定

不会犯低级错误。”

学了有什么用？
至少不会有坏处

有资料显示，在国外，救生员通常都是普通公

众，他们接受过专业的培训并通过考试。

一旦有人发生意外，救生员会在救护车到来之

前根据伤者伤情采取相应措施。但我国公民急救

知识培训还很欠缺，仅有不到1%的人接受过急救

培训。

王二松举例说，就拿女护士沈琼救人的事来

说，为什么除了有医护经验的沈琼外，却很少有人

知道怎么做。

不少急救医生见过太多浪费了“黄金4分钟”导

致患者无法挽救的事情。人在猝死4分钟内如果得

到及时、合理的心肺复苏急救，救活的成功性很大。

“路况、路途等原因，一辆急救车能在短短 4

分钟之内及时赶到吗？”王二松也特别指出，这

种院前急救的措施得当，就能为患者争取生存

的希望。

学点什么好？
急救知识应全民普及

去年8月份，一位中年妇女早早赶来，坐在第一

排听着急救知识，格外认真。讲到对突发心肌梗死

患者抢救要领时，妇女情绪激动起来，在对仿真模

型进行心肺复苏动作指导中，妇女频频掉泪，一度

哽咽。

事后才得知，她的丈夫两周前在电脑桌前猝

死。料理完后事，妻子独自一个人来到这里，“重

点”学习心肺复苏。

“如果当时她会一点抢救知识，或许真的可以

救回自己的丈夫。”王二松也经常说起自己出诊抢

救的经历，“越是这种身边亲历的事情，越容易得到

大家的认同。”

在教学中，很多市民都知道一些零散的急救知

识，但因缺乏实际操作，真正遇到危险时难以派上

用场，甚至有的人曾在路上遇到过车祸伤员、坠楼

伤者，但都不知道怎么办，非常无助，感触非常深

刻，“之后逼着自己来学”。

最心酸：
丈夫意外猝死，妻子培训中屡掉泪

“学一点急救知识，不仅能自救，也对家人有好

处。”这是很多培训导师的感言，但比较下来，发现

参与培训的群体人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培训是

免费的，对每个人都有用，为什么会这样呢？”

王二松说，一次出诊说有幼童吃东西被噎住

了，120急救车还在赶去的路上，“我就给家人打去

电话，可以先采取急救措施，也就是通常所讲的海

姆立克急救法。”电话里说了几遍步骤，家人还是不

懂，等急救车赶到时，已无力回天。

“掌握必备的急救知识，也就意味着缩短院前

急救时间。”说大了，你不一定要去做救人英雄，但

有可能在家挽救自己亲人的生命。

“有的老人宁愿花很多钱去买保健品，却为什

么不花几个小时，去学一点真正救命的急救技能

呢？”这也是很多急救导师的肺腑之言。

因为在危机来临时，掌握自救知识往往比在街

头偶遇医护人员的“幸运”要更庆幸。

最无奈：
宁买保健品，却忘学自救技能

1月23日上午8时40分，本次培训导师120急

救医生王二松早早到岗。

学校分为课堂教学和现场示范，当天来学习的

市民寥寥无几，王二松先修改起PPT课件，补充穿插

一点新的知识，“上海跨年夜发生踩踏意外，造成群

死群伤，这回特别加入踩踏意外急救知识。”比如夏

天狗咬人、中暑、溺水意外多，也是季节性附加内容。

根据突发事件的“热点”话题相应补充培训内

容，是每一个导师的功课。

“培训也分冷热季，现在属于淡季，学生们都在

准备期末考试，企事业单位则忙着年底总结，没空组

织员工来培训。”王二松说，人数短暂“遇冷”并不意

味着持续尴尬。

“暑假时，大人都会带着孩子来参加，此外，大专

院校也会通过学生会、社团，定期组织学生来接受培

训。”人多的时候，培训导师会忙得连口水都喝不上。

教点什么？
“讲师”得关注热点新闻

不是每一次倒下，都能路遇“美小护”
合肥急救培训学校经常遇冷；那里，你去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