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急救知识进社区”活动启动

蚂蚁义工团进华平小区
教你6分钟救人

本报菏泽3月17日讯 (邢孟
梁斌) 大脑缺氧6分钟就会丧

失功能，这宝贵的几分钟一般是
医护人员无法及时赶到的。遗憾
的是，家人、同事作为第一目击者
往往只会拨打120急救电话，而不
是采取一些必要的急救措施。因
此，学急救知识，救人于危难是每
个家庭都该掌握的。16日晚，本报
蚂蚁义工团“家庭急救知识进社
区”活动开到华平小区，以真人示
范的培训方法受到居民欢迎。

“真该多学点急救知识，关键
时刻能帮助自己，有机会还能帮

助别人。”16日下午，本报记者在
华平小区贴出海报时，一名大娘
围上来感慨说。

据菏泽市120急救中心调度
科工作人员介绍，眼下，正是老
年人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高峰
期，而很多市民却缺乏应对突发
疾病等紧急状况的常识。在一些
突发事故现场，围观的人常常不
知所措，只能眼巴巴等待救护车
到来，还有的会因为不懂得急救
采取了错误的施救方法，结果帮
了“倒忙”。

把急救培训开到小区，把急

救知识在居民眼皮子下演示。了
解到眼下居民亟需家庭急救知
识，本报蚂蚁义工团博爱医院的
义工们推举了具备培训师资格、
曾在汶川地震时赴川施救的主治
医师曹元峰带队，携带视频、提前
制作的课件等设备参加培训。“雷
锋歌手”胡玉得知后，准备了音响
设备支持培训。

华平小区是菏泽最早建设的
小区之一，有居民2500多人，不少
老年居民喜欢吃罢晚饭就围着广
场溜圈。因此，本报选择当晚19时
在该小区广场举行培训。

培训内容包括心肺复苏、止
血、包扎、骨折固定和搬运等突发
情况时院前急救的相关知识和操
作方式。培训以播放视频、讲解课
件、真人示范的方式进行，其中

“真人示范”以其互动的特点吸引
了市民积极参与。

活动进行一个多小时后结
束。尽管活动宣布结束，可仍有不
少居民围着曹元峰医生提问题，
其中，78岁的李大爷向蚂蚁义工
成员发出邀请，“你们一定要多来
社区，多组织这种活动。”更多的
居民则是直呼“学到的真不少”。

【现场】

真人示范急救操作

让居民大呼过瘾

在急救讲座现场最吸引居民
眼球的要数现场互动环节，为了让
小区居民更直观了解心脏复苏术
如何操作，本报蚂蚁义工亲自上阵
充当临时病人，由专家进行现场操
作，这让小区居民们感到十分新
奇，将示范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当病人发病时，我们首先要
拨打急救电话，然后将病人放平，
将其口中的异物清理干净，然后压
住病人额头让其提起下颚，使其打
开气道，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看
到专家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进行
演练，不少居民生怕自己漏掉了哪
个环节，纷纷探出头来，仔细观看。

“人工呼吸要按压多少下？”
“按压心脏的力度怎么把握？”“按
压频率是多少？”在专家现场示范
的过程中，围观的居民不时地提出
各种问题，专家也一一做了解答，
不少居民生怕自己看不清楚，不时
地让专家重新演示。

看到专家熟练地演示完整套
措施，本报义工和不少居民也跃跃
欲试。在专家演示结束之后，本报
义工还和专家互换角色，根据刚才
学到的急救知识进行实际操作，没
想到看起来十分容易的动作和步
骤，实际操作起来却不是那么回
事。在专家的手把手教导下，义工
才正确完成了这套心脏复苏术。

在居民提问环节，一些居民除
了刚才专家讲解的急救知识之外，
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日常家庭遇到
的突发状况，并和专家进行了热烈
的探讨。

“虽然平时也了解一些急救知
识，但却存在很多误区，这次听了
专业的讲解，受益良多。”“原来很
多急救措施我们普通人也可以
做。”通过专家的讲解及现场演示，
居民们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和认识，
让居民觉得十分实用。

本报记者 邢孟 梁斌

【延伸】

不少人对急救知识

了解真的很匮乏

“多学一点知识，说不定啥时
候都能用得上。”这是很多居民乐
意参加急救知识培训的初衷。但并
不乐观的是，记者从多家医院急救
科室了解到，大多数市民遇到意外
只会等待120救助，却不能施以合
宜的力所能及的急救。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居民急救
知识的匮乏。据有关调查表明，我
国的急救知识普及率极低，接受过
心肺复苏培训的市民占5 . 67%，能
够独立实施基础生命支持的市民
仅占0 . 2%。目前在发达国家，如新
加坡，应急救护培训率达20%，瑞
士甚至达到70%以上。

但事实上，在发病或受伤现
场，“第一目击者”是否掌握急救知
识和技能是挽救伤病者生命的一
个极其重要的环节。菏泽市博爱医
院主治医师曹元峰举例说，心源性
猝死的最佳抢救时间只有5分钟，
但患者突发急病后，许多人的反应
是拨打120等救护车来抢救。在临
床急救中，不少心源性猝死的患者
就是在等待中去世的。事实上，现
场的人只需徒手对患者进行简单
的心脏按压，就有可能挽救病人的
生命。

曹元峰为此认为，家庭懂急救
非常关键。“但目前，我国掌握家庭
急救技能的人很少，这值得引起社
会关注。”据他了解，在欧美等国，
每个人在上小学和中学时，就会在
学校掌握到急救知识和急救技能。
曹元峰呼吁，近年来，虽然我国一
些学校也开始尝试做这种培训呼
吁，国家应重视家庭急救知识培训
工作，以防患于未然。

同样，菏泽市120急救中心调
度科工作人员表示，需在全社会大
力推广普及急救知识，提高市民的
急救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在突然
发生急病或意外伤害时能够应用
医学常识，采取紧急而正确的急救
措施，减轻病痛，为挽救生命赢得
时间。

本报记者 邢孟 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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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一定要多来社区，多组织这种活动”
六旬老人培训会上收获颇丰

在“家庭急救知识进社区”活
动的互动环节，一位两鬓斑白的
老大爷站在人群最前面，一面认
真地听急救专家讲解的各种急救
知识，一边不时地提出各种急救
问题。

老大爷姓李，今年68岁，是一名
退休工人。李大爷说自己本身就有
高血压，经常腰酸背痛，虽然“久病

成医”，但对于一些医疗急救知识懂
得并不多，这次得知本报组织的公
益讲座之后便早早来到广场上等着
了。在急救专家现场演示及提问环
节，李大爷也抓住机会将自己的疑
问一一抛出，在得到满意的答复后
才“善罢甘休”。

李大爷告诉记者，经常在社
区举行此类的讲座对于居民来说

特别实用，虽然现在的生活水平
和医疗条件都提高了，但是人们
对于各种突发疾病的应对能力却
远远不够。

“前段时间，我的一个老朋友
就因为突发脑中风抢救不及时而
去世了，如果当时家人能多掌握
一些此类的急救知识，说不定能
挽回一条生命。”李大爷说，这件

事让他感触颇深，因此得知在自
己家门口就能听到专业的讲座很
是高兴。

“你们要多来社区，多举办此
类的活动，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
活动内容能涉及一些老年人常见
疾病就更好了。”李大爷临走之时
不忘说道。

本报记者 邢孟 梁斌

热心女士现场报名蚂蚁义工团

“我能报名参加你们的蚂蚁义
工团吗？”16日下午，在华平小区本
报蚂蚁义工团“急救知识进社区”
活动现场，一位中年女士领着宝宝
向记者打听道。

报名的女士名叫孔宇雯，家
就住在华平小区，当天下午，她领
着自己宝宝在小区广场上玩耍时，
正好看到蚂蚁义工们在布置会场，
便来上前咨询。孔女士今年40岁，
因为孩子年龄幼小，目前主要在家
照看孩子，是专职的家庭主妇。因
为不用工作，所以平日里空余时间
比较多，自己也很想利用这些时间
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在了解到蚂蚁义工团是齐鲁
晚报成立的一个公益组织，号召

“平凡的人在一起做不平凡的事”，
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做自己力所能
及的微公益时便有些动心。起初她
还担心自己没什么特长，但是在看
到本报也有“家庭急救知识进社
区”这类便民服务活动时，便决定
报名参加。孔女士说，自己虽然不
是医疗、法律、教育方面的专家，但
自己一向热心肠，乐于助人、喜欢
交际，特别擅长陪老年人和小孩子
聊天解闷，可以参加一些帮老助
困、社区服务等活动。

“我周一到周五都有时间，有
活动一定要通知我参加。”现场报
完名之后，孔女士还不忘提醒记
者。

本报记者 邢孟 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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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正在现场讲解。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邢孟、梁斌及百姓记者董国民 摄

医医生生正正在在现现场场示示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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