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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高质量的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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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通道”不是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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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妍”之有“李”

主持人：马妍

正确认识输液治疗的
必要与风险

5 月 21 日，“青城幼
升小入学信息采集”端
口正式上线，这一届的
家长们可以按照要求给
孩子们填报相关信息
了。有朋友发来信息
说，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感觉如释重负。

的确，对于家长来
说，孩子的教育是头等
大事。但是，孩子真的

按照家长的意愿成长就一定是好事吗？笔者不
敢苟同。还记得魏永康吗？13岁考上湘潭大学
读本科，17岁考上中科院的硕博连读研究生，20
岁时，因生活自理能力太差、知识结构不适应中
科院的研究模式被退学。当然，现代家长像魏

永康母亲那样的没有几个，但想要培养精英、让
孩子通过读书完成“蝶变”的却依旧有很多。

前几天，有朋友让帮忙在某学校附近买房，
被笔者“劝退”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从2020年
开始，我市招生政策遵循“公民同招、阳光招生、
阳光分班”的政策，2023年年底又印发了《呼和
浩特市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10条措施》，目的
就是全面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秩序，有效遏
制“择校热”“择班热”“择师热”，切实促进教育
公平，推动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快

“宜学”城市建设。而且近几年，随着集团化办
学的推进，各个学校在师资水平、硬件设施等各
方面都得到了均衡发展。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家长们盲目跟风，
给自己施压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一位教育家说过，学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教

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自我发展之
路。笔者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个体，作为家长，我们要做的也是激发和引导孩子
们的自我发展之路，而不是代替孩子做决定，做所
有他作为独立个体应该承担的一切。

孩子们的“蝶变”不一定只有通过“好小
学”“好中学”“好大学”“好工作”来实现，但“状
元”一定有良好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也一定
勤奋努力。

送孩子去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孩子更好地成
长，但作为家长，我们既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放
任自流。不论是幼升小，还是小升初，在当下，去
哪所学校已经不是关键，重要的是帮助孩子明确
目标，做好长期规划，高质量陪伴，让孩子快速成
长。这不仅对孩子的学习有重要的作用，将来走
出学校，在生活中、工作中都有积极的作用。

在生活中，
随意停车堵塞
消防通道的现
象屡禁不止，不
仅直接影响火
灾救援工作，甚
至会因延误救
援导致人员伤
亡和更多财产
损失。

“我们小区
总有人将私家车停放在消防通道。我们都知道
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
的通道，它在各种险情的救援中作用不可低估，
但是就是有人对此视而不见，抱有侥幸心理，将
车辆停在那儿。”日前，新城区奈伦国际小区居
民韩先生无奈地说。

针对韩先生提出的情况，近期新城区
消防救援大队联合交管部门开展了消防
通道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中，消防人员看
到，在该小区东门附近机动车辆随意停放
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车辆直接停在了消
防通道上。交管部门立即联系车主，督促
其尽快将车辆转移。问对方为何要将车
辆停在消防通道上？不少人的说辞是：

“不知道是消防通道，看见有车离开后就

直接停上去了。”
一句“不知道”，不应该成为违法占用消

防通道的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
二十八条规定：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
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
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
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
火救援的障碍物。

内蒙古秀禾律师事务所李月婷律师进
一步解释，消防法第六十条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罚款：（一）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
标志的配置、设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效的；（二）损坏、挪用
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三）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有
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四）埋压、圈占、
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的；（五）占
用、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
的；（六）人员密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
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七）对火灾隐患
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通知后不及时采取措
施消除的。

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如果市民有
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要及时拨打12345投诉。

生活中，很多人
遇到头疼脑热总会首
选输液治疗，总认为
输液效果好、祛病快，
殊不知输液也存在风
险。今天，特邀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药
学处副主任药师梁永
利就输液的相关问题
为大家科普。

梁永利介绍，今
年4月，一则关于一位30岁女士因感冒输液不
幸离世的新闻让大家深感痛惜，这个悲剧再次
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感冒本身并不致命，但
输液却可能潜藏致命风险。目前，我国的输液
现状令人担忧。据相关数据显示，国人每人每
年平均使用8瓶液体，这一数字远高于国际上
的2.5至3.3瓶。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源于公
众对于输液治疗的误解，很多人认为输液治疗
疾病好得快，但实际上输液治疗更多的是让药
物“起效快”，且输液治疗也并不是治疗疾病的
最优选择。

梁永利表示，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了
“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
针就不输液”的用药原则，这一原则强调了根
据病情和药物特性，选择最恰当的治疗方
式。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人却忽视了这
一点，盲目追求快速疗效，从而导致了输液的
滥用。根据 2023 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年度报告》的数据，超过一半的药物不良反应
来自输液，这是因为输液使药物直接进入血
液，未经人体天然屏障过滤，更容易引起不良
后果，如静脉炎、微粒栓塞、过敏反应等，甚至
可能危及生命。

事实上，很多常见病并不需要输液治
疗。例如，普通感冒、病毒性咽喉炎、体温
38℃以下的急性气管支气管炎、小型体表清
创术后、老年性骨关节炎、慢性盆腔炎等，这
些疾病一般都可以通过口服药物或其他非输
液方式治疗。输液主要用于住院的危重症及
不能口服药物的患者，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
输液是必要且有效的治疗手段。输液并非万
能的，也不是治疗疾病的唯一手段，所以应该
科学对待，避免滥用和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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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伊武术散打国家队武术进校园活动中，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中学的学生们抢
着与伊朗国家队套路运动员合影。此次活动中，中国、伊朗两国运动员表演了武术，展示中
伊武术文化之美，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