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救课亟待成为必修课

近日，高新区一个社区举办了一场“急
救技能培训”活动，医生现场教大家人工呼
吸、心肺复苏的方法，吸引众多社区居民前
往学习。

晚报记者从我市几家医院了解到，心脑血
管病、呼吸道疾病、骨折等是老年人的冬季高
发病。在一些危急时刻，如果有正确的处理方
法和应对措施，一个扶手、一次缓冲就有可能
帮老人化险为夷。

然而，多数人对急救常识一无所知，认为
“急救”是医生才会的事。据统计，我国经过急
救培训的第一目击者不到1%，与发达国家平均
50%的普及率相差甚远。

一名医生曾痛心地说，我国每年有54万人
因心脏骤停丧命，能救活的比例不到3%。“不是
我们医护人员不努力，而是因为到现场时已经
来不及了。”当患者出现心脏骤停，1分钟内得
到有效心肺复苏，90%的患者可以被救活；4分
钟内得到有效心肺复苏，50%的患者可以被救
活；6分钟内得到有效心肺复苏，只有10%的患

者可以被救活；10分钟后才开始心肺复苏，患
者几乎不能得到救治。

时间就是生命，然而懂急救、会急救的医
生大多不在发病现场，没有经过急救培训的
第一目击者只能“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生
命逝去。

急救是与死神争分夺秒，而急救技能并非
与生俱来，必须经过相应的教育培训。从这个
方面说，社区举办“急救技能培训”，对增强居
民的急救意识好处多多。

普及急救教育，需要让急救课成为一种必
修课。这需要社区举办类似的急救培训，更需要
学校教育完善急救科目，建立教育、培训、演练
制度，从而使中小学急救教育更系统化、常态
化。在一些发达国家，急救知识的普及往往从
娃娃抓起，幼儿园就设置有急救课程。

将“急救课程”列为学生在课堂上的必修
课，列为居民在社区学校的必修课，让急救技
能成为每个人的生活“必需品”，这才是对自己
和他人生命最好的保护。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普及急救教育，需要让急救课成为一
种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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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需要好广告

□冯保萍

春节越来越近了，人们开始备年货。这方
面父母最积极：孩子爱吃什么、爱穿什么、爱玩
什么，只要是孩子喜欢的，一样都不肯落下。

网上热传的一段视频让游子泪目：因为北
漂的女儿患重病想吃家乡菜，一对父母提着从
老家带的豌豆尖、土鸡蛋、腊猪脚等，从重庆忠
县洋渡镇上祠村奔波 1700 公里进京。事实
上，很多父母都无怨无悔地做过类似“傻事”，
为了孩子，再大的行李包也嫌小；为了孩子，
再重的行李箱也扛得动，让儿女一边忍不住
抱怨一边忍不住落泪。

一年过去，父母又老一岁，这一年他们过
得怎么样，心里想什么，平时我们忙工作、忙学

习无暇顾及，现在不妨静下心好好想想。
孝心的另一面是用心。相比父母厚重的

爱，我们该比照他们的心思，为他们用心准备
一份年货，为他们用心做点儿事，让他们真正
体会被儿女理解、牵挂、深爱着的幸福。

过年了，给父母买部智能手机，耐心教他
们玩儿微信；给父母买他们喜欢的食品，让他
们也得到孩子们的关爱；春节期间，带他们去
旅游……

不过要记得，别问父母需要什么，他们的
回答永远千篇一律：啥都不缺，只要你过得好
就行！别被爱的谎言欺骗，父母其实需要你很
多很多，只是怕自己爱的要求“压”到你。

为父母办年货，用心就是孝。只要用心
选，肯定差不了。

为父母选年货，用心就是孝

 侃侃过大年

▲

让“工业遗产”
留住城市情怀

□孙嘉诚

春节临近，回谁家过年，又成了一道难解
的选择题。曾有人调侃“如果有人能解决了中
国过年回谁家的问题，他一定可以获得诺贝尔
和平奖”。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过年家人团圆最重
要。而今，独生子女多，为个人发展，选择在大
城市工作的人不少。作为父母，谁不希望和孩
子一起过年？作为子女，都想回自己家，陪伴父
母尽尽孝心，这就难免引发夫妻之间的争执。

其实，在现代社会，没必要在婆家和娘家
选出唯一答案。需要兼顾多方因素，选出最
佳答案。如果自己家面积大，小两口可以把
双方老人接到自己家，欢欢乐乐过个团圆
年。也可以带上双方的父母一起出去旅游，好
好地享受春节假期。或者，今年去婆家，明年去
娘家……

另外，无论妻子，还是丈夫，要将自己的对

父母的关爱体现在平时的点点滴滴中。这样，
亲情在平时就能得到慰藉，过年时，无论子女
做出什么样的选择，父母都会理解支持。

面对“过年回谁家”的选择题，夫妻双方应
重协商，多些理解，多些宽容，用智慧“解开一
团麻”。家和万事兴，不要让这道选择题破坏
了新春佳节的热烈气氛。

回谁家过年？不该是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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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嘉诚

中国一拖此次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在全国进一
步彰显了洛阳深厚的工业文化底蕴，但普通市民对这块金字
招牌还有点儿陌生。避免“工业遗产”“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遗
憾，需要继续擦亮这块金字招牌，在宣传讲解上下功夫。

工业旅游，对游客来说是个新看点，对企业来说是个新
卖点，对旅游来说是个新热点，对城市来说是个新亮点。
2003 年，北京首度入选美国《新闻周刊》年度 12 大世界城
市，原因之一就是 798 艺术区的存在和发展，它体现了北京
作为大都市的活力，而这个艺术区曾经是北京的一个工厂
密集区。

这种以传统老工业基地为依托，以专业工业城镇和产业
园区为支撑的工业旅游，如今已步入黄金发展期，前景可观，
不过有些“工业遗产”景点即使免费开放，参观人数也不多。
究其根本，可能是这些景观对老百姓还没有产生足够的吸引
力，加之年代久远，年轻人对此有距离感，难以产生情感共鸣。

这就需要有一支优秀的宣讲队伍，把这些工业景观历史
与美好的生活联系起来，通过专业人士的精彩讲解让人们步
入新时代，不忘来时路。

当然，精彩专业的讲解只是“工业旅游”做好广告的一
部分，在维护、开发方面我们还有更远的路要走，更多的工
作要做。

新闻背景：1月28日，中国工业遗产保护
名录（第一批）名单正式公布，中国一拖成功入
选，其主要遗存包括主厂区、广场和广场前中轴
线、厂房、职工生活区等。晚报的读者们在欣喜
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维护开发好“工业遗产”
的问题，且看以下二位的观点吧。

□王慧丽

一拖见证了时代奇迹，中国第一台拖拉机在这里下线，标
志着中国“新农耕时代”的开始；中国第一辆军用越野载重汽
车在这里诞生，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越野载重汽车的历史。

走进一拖，主厂区内道路干净整洁，厂房内机器轰鸣，生
机盎然；漫步生活区，红墙灰瓦的苏式建筑整齐壮观，它曾是
多少洛阳人的温暖记忆。

2003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在俄罗斯下塔吉尔召开
会议，通过了国际工业遗产保护的纲领性文件《下塔吉尔宪
章》。宪章说，为工业活动而建造的建筑物、所运用的技术方
法和工具，建筑物所处的城镇背景，以及其他各种有形和无形
的现象，都是工业遗产的组成部分。它们应该被研究，它们的
历史应该被传授，它们的含义和精神应该被探究并告知公众。

“工业遗产”不仅是文化遗产，也是“记忆遗产”，入选国家
保护名录，我们身上的担子更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业遗产”
只能看不能动，从立法高度维护、开发“工业遗产”，会使它为
城市增添更多光彩，切记不要为了经济利益，将曾经的“苏式
建筑群”搞得“四不像”。

将“工业遗产”合理开发，并好好保留、传承下去，留住的
是城市情怀、市民记忆，并将惠及子孙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