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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潘立阁 文/图

一座风格古朴的小亭子，走进
去关上门，世界就会变得安静下来，
等待你用读书声来填满……随着央
视节目《朗读者》的热播，朗读亭这
个让人停下脚步享受书香的“小天
地”火了。昨日，《洛阳晚报》记者了
解到，我市也有朗读亭了，不久市民
就可前去体验朗读的快乐。

该朗读亭位于洛阳会展中心的
城市会客厅门外，记者在现场看到，

它大约3米高，外观古朴别致，比普
通电话亭大一些，亭子下部有几个
小轮子方便活动，上面写着大大的

“朗读亭”字样。该亭由市少年儿童
图书馆购置，将免费向市民开放。
朗读亭首期安置于此，未来还计划
流动到购物中心等人流密集场所供
市民体验。

施工方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朗读亭正在进行设备安装调试，朗
读亭内部装有两个摄像机及一套
完整的录音设备，朗读者只管对着

圆形的麦克风念自己准备的内容
即可。亭子外面看不到里面的情
况，亭子的隔音性能也非常好，朗
读者在亭内可以不受干扰地尽情
朗读。

“之所以设置这个朗读亭，是希
望市民可以停下匆匆忙忙的脚步，
进入其中，朗读一下自己喜欢的经
典篇目，抒发情怀，享受书香。”市少
年儿童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

朗读亭将于近期对市民免费开
放，届时记者将带您一起去体验。

□记者 智慧 通讯员 李育波

抗生素该不该吃？越贵的药越
好吗？昨日，2017年洛阳市安全用
药月活动启动，本次活动的主题是

“安全用药，健康生活”。来自市食
安办、市食药监局等的专业人士，针
对现场市民的询问，指出不少日常
用药的误区。如果您没到现场也没
关系，看看《洛阳晚报》记者带回来
的“干货”吧！

●误区一：一天三次药，跟
着“饭点”吃

医生开药时，常常会附上医嘱
“一天三次”，您是怎么吃的呢？

市食药监局的专家解释，如果
需要一天服药三次，最好的做法就
是每次间隔8个小时。为避免半夜
服药，建议用药时间为6时、14时、
22时；如果一天只需服药一次，就每
天固定一个时间点，两次用药时间
最好间隔24个小时。

此外，服药时一些专业说法也
要注意。空腹，是指清晨或饭前1
个小时或饭后2个小时；饭前，指吃
饭前半个小时；饭后，指吃饭后半个
小时。

●误区二：吃点“消炎药”，
感冒好得快

秋冬季节是感冒高发期，不少人

一出现感冒症状，就用上了“消炎
药”，觉得这样好得快。我们常说的

“消炎药”，大部分是抗生素。其实
90%的感冒都不是细菌引起的，而是
病毒引起的，使用抗生素并没有用。

使用抗生素，要注意什么呢？
有些人担心“滥用抗生素”，从而盲
目拒绝使用抗生素，这也是不对
的。正确的做法，还是应当遵循医
嘱，自觉服药。况且，抗生素治疗需
要一定的时间，不能症状减轻后随
便停药，最好按疗程足量服用。

●误区三：孩子不好好吃
饭，就让他们把消食片当零食

山楂丸、消食片、健胃片……不
少有孩子的家庭，常常备有这些消
食类药品，如果孩子不好好吃饭，就
拿这些药当零食给他们开胃。

这些药品大多选用药食同源的
材料制成，副作用确实很小，按时按量
服用不会有什么危害。需要注意的
是，如果没有分清消化不良的具体病
因，就大量盲目地吃，可能出现烧心、
返酸等症状，加重孩子肾脏的负担。

●误区四：价格高的药，更
加安全有效

活动现场的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药品的价格取决于其研制费用、
生产成本等，药品的安全性则取决
于药品的不良反应和疗效，二者并

没有必然联系，价格高的药不一定
就更加安全有效。

●误区五：生病不吃药，用
保健品“调理”

不少慢性病患者厌倦了长期吃
药，觉得“是药三分毒”，转而选择保
健品进行“调理”，以期达到治疗的
目的。实际上，这样做是不可取的，
因为保健品只是具有保健功能的食
品，对疾病并没有预防、治疗功能。

工作人员提醒：市民如果对所
购药品有疑问，可通过国家食药监
局网站进行查询，或拨打厂家咨询
电话进行查证。若发现问题药品，
您可拨打12331进行投诉举报。

2017年洛阳市安全用药月活动启动，相关专家现场答疑解惑——

日常用药误区多，快来看看不出错

央视《朗读者》中的朗读亭，洛阳也有了
位于洛阳会展中心的城市会客厅门外，正在安装调试设备，近期将对市民免费开放

□本报记者 苏楠 通讯员 司继红

●姓名：陈全虎
●职务：孟津县农业局农业股股长、高级

农艺师
●最幸福的事：通过努力帮助农户增产
●最遗憾的事：工作忙，平时陪家人时

间少

记者近日走进孟津县农业局农业股办
公室时，已是11时，41岁的股长陈全虎正
忙着整理各镇报送的特色产业脱贫工程
资料。

该局副局长张宏烈说：“从工作中随便
掂出两三件事儿，你就知道陈全虎是个啥
人了。”

2009年，孟津县农技站选择在平乐镇和
白鹤镇建立小麦万亩高产创建示范方，推广
高产栽培技术。

“啥是示范方，到底能不能增产？”
“每亩播种量恁小，产量要是上不去，谁

负责？”
面对群众的疑虑，高级农艺师、时任农技

站副站长的陈全虎白天挨门挨户了解农户的
种植习惯、耕作模式及农田基础设施情况，向
农户讲解新技术的种种优点；晚上不歇，汇总
梳理一天的调查情况，制订详细的技术培训
方案；在推广应用测图配肥、精量播种、前氮
后移等关键高产技术时，他和农户一起在田
里干，手把手加班加点进行技术指导……
2010年夏，示范方内麦浪滚滚，金穗飘香，两
镇示范方平均亩产都超过620公斤，增幅均
超过11%。事实让群众原来的疑虑烟消云
散，新技术应用范围迅速扩大。

多年来，陈全虎主持完成蔬菜基地建
设、粮食高产创建等农业科技项目 30 余
项，推广新品种、新技术120余项，举办科
技培训班83期，举办现场和电视讲座300
多场……常年在田间地头奔走，陈全虎和许
多农户成了朋友。

2015 年 7 月，他调至县农业局农业
股工作，负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高效农
业发展等工作，还和同事们一块帮助贫
困村谋划脱贫产业项目，但只要有熟悉
的农户打来咨询电话，他仍然耐心指
导。“咱是党员，群众信任咱才给咱打电
话，咱既然能指导，有啥理由说不呢？”
陈全虎说。

时近中午，陈全虎依然在忙碌，大家能看
到的是他案头的《孟津县打赢脱贫攻坚战推
进方案》《麻屯镇贫困村情况》《常袋镇产业扶
贫工作汇报》……看不到的是，陈全虎的小儿
子才刚刚过百天，他因为工作忙走不开，只能
让妻子周晓娜多担待……

■人物感言：你把群众当家人，群众才会
把你当亲人。

■记者感言：多年奔波在田间地头，他用
耐心与真情帮助群众铺好丰收之路。

高级农艺师陈全虎：

常年在田间奔走
努力帮农户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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