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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 害 风 险 意 识 与 “ 第 一 响 应 ” 生 活 化
□□ 钱洪伟 黄宇茜

灾害风险识别、研判及预警是应急管
理工作重要内容，其中具有较强的灾害风
险意识是使应急管理工作保持长效机制，
进而形成底线防范思维的重要保障。学校
作为基层重要一环，在学校开展第一响应
人体系建设工作，对于提升灾害风险意识
具有重要实践探索价值。

学校第一响应人体系建设是基层应急
管理工作重要落地措施，基层应急管理工
作对于全面落实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及能力
现代化、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科
学防治及精准施策等系列战略方针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

第一响应人 （The First Responder） 概

念的提出最早来源于急救医疗行业，主要
是针对交通灾害、紧急救援等突发事件设
定的志愿服务行为。现在已拓展到为应对
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行为，并获得了良好
的收效。时至今日，第一响应人被定义为
突发事件发生后，在“第一时间、第一现
场、第一方案、第一职责”，具有及时响
应、科学指挥、专业处置的能力，能够指
挥现场民众徒手或利用简单工具开展抢险
救灾的人员。

第一响应人体系建设工作是加强基层
应急队伍建设的重要实施措施，较早颁布
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
设的意见，以及新近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联
合发文加强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工作等都
提出了加强基层应急队伍建设工作；针对
基层应急队伍建设，国外较早开展了社区
响应队、第一响应人等工作，结合我国实
际，我国相关部门积极借鉴国外经验，也
陆续开展了系列工作，如2010年3月，中德

政府联合推广联合国“第一响应人教官培
训”。2011年8月，联合国灾害救援“第一
响应人”培训班在北京成功举办。自 2016
年起，青岛市政府将“第一响应人”培训
列为市办项目。近年来，红十字会“第一
响应人”培训在各地市街道和社区相继开
展。

可 以 看 出 ，“ 第 一 响 应 人 ” 培 训 的
对 象 均 是 基 层 人 群 ， 且 具 有 一 定 文 化
水 平 或 专 业 技 能 ， 同 时 能 够 在 群 众 中
发 挥 带 头 作 用 ； 培 训 内 容 均 是 具 有 一
定 减 灾 和 防 灾 技 能 ， 同 时 能 够 实 现 合
理 处 置 灾 害 ； 培 训 的 目 的 均 是 为 了 实
现 最 大 限 度 降 低 灾 害 发 生 频 率 、 降 低
灾 害 的 影 响 程 度 ， 保 障 国 民 对 生 活 美
好 的 需 求 。“ 第 一 响 应 人 ” 培 训 的 对
象 、 内 容 和 目 的 与 学 校 开 展 的 灾 难 逃
生 自 救 等 相 关 应 急 科 普 工 作 的 对 象 、
内 容 和 目 的 是 一 致 的 ， 并 且 两 者 之 间
有 相 互 重 叠 部 分 ， 可 以 相 辅 相 承 、 相

互 促 进 。 作 为 与 城 市 街 道 、 社 区 等 同
属 基 层 范 畴 的 学 校 安 全 问 题 ， 属 于 社
会 安 全 的 缩 影 ， 适 时 开 展 学 校 第 一 响
应人体系建设工作非常必要。

可考虑借鉴目前国内外已经开展的积
累工作，由相关校级领导牵头，相关部门
密切配合，依托各个学校目前已开展的灾
害应急科普教育课程平台，与第一响应人
体系建设进行有机对接，鼓励并支持学校
师生在能力所及之内，参加并融入灾害应
急科普教育在内的第一响应人体系建设工
作中，一方面学习灾害风险意识、知识及
技能，提高师生应对突发事件的初期应急
响应能力；另一方面将自身专业知识与第
一响应人体系建设相结合，促进自身业务
能力增长。

［作者钱洪伟系河南理工大学应急救援
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 （公共安全与应急
科普教育） 首席科学传播专家。黄宇茜系
河南理工大学研究生］

我的父亲是个典型的中国农
民，出生于1900年，卒于1961
年。他小时候读过半年私塾，初通
文字，那时候家里人口较少，农活
又特别需要劳力，因此辍学了。

16岁那年，父亲害了一场重
病，几乎夺去生命，医生束手无
策，只剩下去寺庙烧香许愿求菩
萨了。幸运的是，父亲竟然闯过
了这一难，逃脱了死神的魔掌。
从那以后，父亲认为这是菩萨保
佑之功，因此加入了当地的“慈
善堂”，专做善事，以报答菩萨的
救命之恩。他做善事的动机非常
单纯——报恩，是不求回报的真
心施予。

父亲有一兄一弟一妹，在4兄
弟姐妹中，他算是比较能干的，
但在整个大家庭中，却是无足轻
重的一员。除了完成分配给他的
农活以及临时安排给他的杂活外，
只要有空闲，他就去帮助当地无
人照顾的残疾人、孤寡老人，还
经常因此耽误家中的农活。伯叔
们难免会对他有所非议、抱怨：

“吃自家的饭，操别人的心，你到
底是哪家的人？好人是要做，但
也别做过头了！先把自家的事做
好了，再去管别人的事，这才是
正经。”父亲听了，不以为然，仍
旧我行我素。

父亲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有两
件事。

一年冬天，下着鹅毛大雪。父亲出门办事，
至晚未归。母亲一边纺纱，一边等他回来。我蜷
缩在母亲身旁，一边烤火，一边替父亲担着心。
那时兵荒马乱，各种灾祸天天都在发生，我们都
怕他出什么意外。

夜深了，只听得外面一阵“咚咚”的脚步
声，母亲听出是父亲的声音，马上停下纺车去开
门。果然，父亲像一阵风似的冲进来。只见他身
着单衣，全身都是雪花，双手紧紧搂在胸口，嘴
唇冻得发乌，身上瑟瑟直抖。

母亲惊讶地问：“你怎么啦？”父亲说：“没
事！刚才在路上碰到一个老叫化子，穿着单衣，
快冻僵了，我就把棉袄脱给他穿了。”母亲又是心
疼，又是埋怨：“你真傻，心眼也太好了！下雪天
脱衣给别人，就不怕把自己冻坏了？”父亲若无其
事地说：“我火力旺，没事！我这条命都是菩萨给
的，还在乎一件衣服吗？”

听罢，母亲没再说什么，赶紧替他找衣服去
了。

第二件事，发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那
年月，每次日寇侵犯长沙，我们全家都逃难在外，
并且总是由父亲和两条家犬留守护家。日寇一来，
他就跑到屋后的竹林里躲避，惊险万分。日寇第
三次侵犯长沙，仗打得特别激烈，我们全家被迫
再次逃难。等日军退走后，我们返回家时，看见
的是一片惨状：房前屋后，田间地边，到处都是
尸体，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尸臭味。父亲见此情
景，二话不说，立即邀集几位好友，顶着令人作
呕的尸臭，去搬抬掩埋尸体。花了四五天时间，
他们终于将全部尸体都掩埋好了。

当时，我母亲不仅是我们这个小家的主妇，
也是我们整个大家庭的内当家，事务繁多，一天
忙到黑。父亲很少帮她的忙，对我们也极少表示
关爱，心思多半用到了慈善堂的事务上。

母亲评论自己的丈夫说，他就是一个里外不分
的硬汉，心里装着别人，就是没有我们母子，说他
是我们家的人，不如说是来我们家做客吃饭的人。
但是，一旦有人对他抱怨，母亲又会替他分辩：“不
要怨他！他这条命是菩萨救的，做善事是应该的。
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多做善事多积福！”

我刚参加工作时，没有能力照顾父母。1957
年，单位盖了第一批职工宿舍，我也分到了，赶
紧就把年近花甲的父母接来，跟我一起生活。父
亲到来后，仍是行善不改，买了一辆独轮车，经
常帮队里的家属买煤送菜。大家都说：苏四爹真
是个好人，肯帮忙。

1960年，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清算风”，我
父亲曾参加过的慈善堂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
而他又是积极分子之一，被要求回老家接受审查。
父亲接到勒令回乡的通知时，内心是坦然的，他
觉得自己行善大半辈子，从没干过坏事，谁来审
查也不怕！但我心里却不轻松，因为在政治运动
中，一件事的吉凶是难以用简单的生活逻辑去判
断的。我带着极为沉重、复杂的心情，把父亲送
上了回乡的火车。

父亲回乡后，和其他那些都快60岁的老实农
民一同参加了近一个月的学习班。有关部门要求
他们揭发相关慈善机构的罪行，父亲他们虽是

“积极分子”，但只做具体事，或赈灾施粥，或修桥
补路，或掩埋无主尸体，或帮助残疾人等，自然
不知如何揭发。父亲他们的口碑很好，当地老百
姓对这种处理方式也十分反感，审查的人一看实
在问不出什么“敌情”，只好把他们都放回家了。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
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
梦人生》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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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经历‘疫’场”今起在 《科普时

报》 上亮相。这是一个临时性的、针对疫
情开设的专题性栏目。

在 2020 年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
中的每个人都与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
一道，经历了新冠疫情这一特殊的事件。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球性事件，很有可
能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转折点。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彼此都会有特殊的
经历、特殊的感悟、特殊的思考。本栏目的
开设，就是要记录下这些感悟思考，为我们
共同见证的历史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

是为记。
栏目主持人 李凌己

2020年1月20日晚，深圳。
期末考试结束10天有余，校园已远离

往日喧嚣。实习工作有些繁杂，一天当中
几乎没有时间翻阅手机消息。晚上回校地
铁上，看到同因实习留在深圳的同学留
言，每天乘坐公共交通早出晚归，赶不上
药房的开门时间，所以提醒我买到 N95 口
罩时帮他也带几只。

一时间，我有些摸不到头脑。查看朋
友圈、新闻头条、微博热搜，才知道深圳
的新冠肺炎形势已经有些严重。想起地铁
早高峰与往常无异，但晚高峰时已有人佩
戴N95口罩，车厢内明显不再嘈杂。

社交媒体中不乏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
说明，不管是漫画、流程图还是短视频，
都传递着“病毒传播威力极强”的信息，

“外出戴口罩”“不去人流密集的地方”等
等建议。我想严格遵从，但 N95 口罩已经
脱销，何况我已经确定22号回家，往常航

班都是直达，但因临近年关，需要搭乘深
广高铁、并在杭州转机一次，才可以回
家。高铁站、机场都是人流密集的地方，
尽管当时深圳、广州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
例已经接受治疗和观察，但我不能确定擦
肩而过的人群中，会不会有来自武汉的乘
客，而他的同行者中又会不会有不幸感染
新冠肺炎而尚处于潜伏期的患者。

这一路的风险让我有些后悔自己没有
提早两天订票，但一个人几千公里的返程
更让我隐隐担忧。我开始预想可能遇到的
情形，结合社交媒体提供的建议开始自我
安慰，公共场所什么地方可以去、口罩如
何正确佩戴、与人保持多大间隔是安全的
……“隐形的对手”让我感到无助，但我
相信，只要处处小心，就可以安全地回家。

朋友圈和微博评论都提及17年前的非
典型性肺炎，作为 00 后，2003 年的“非
典”我几乎没有印象，只是从长辈交流
中、中学课本上了解过当时的情形。这样
一场记入教材的疫情，虽然我印象不够深
刻，但总归能够想像出它的威力和强度。
之后发生的几次大型流感，虽有宣传与防
护，规模远不及“非典”。或许这次疫情与
之前的流感差不多，我希望自己的担心是
多余的，可深圳北站充斥着的口罩也难以
回避的消毒水气味、检票口排队时乘客间

刻意保持的距离提醒我这次疫情或许真的
能够和“非典”匹敌。广州南站红外体温
检测仪、地铁站体温检测区和红外体温
枪、以及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拖着行李
箱匆匆赶路的行人，特殊时期，偌大的城
市、密集的人流，也许和在这里生活一
样，这一路遇到的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落地杭州，已是深夜，机场的摆渡车
上，我发现朋友圈里已经传开威海已确诊
一例的消息。而这位病患便是从浙江回家
探亲的，被感染是因返乡前与来自武汉的
潜伏期患者共事。要知道，“非典”时期威
海并无确诊患者，因此主要工作在于防
护。但此次疫情刚刚开始，便有病例确
诊，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在机场过夜的一晚，我本打算找一处休息
的地方，但查来查去都需要搭乘公共交通，或
许不出机场是最安全的，于是我便选了一处远
离人群的休息区，等待下一航班。休息区里座
位本是够的，但大家似乎都不愿意与陌生人邻
座，所以间隔着空位子，后来的乘客大多选择
站立或者坐行李箱。大家都是等早班机的，基
本刚熬过大半夜，但此时都保持着清醒。我听
到有乘客聊天提及家乡的病例确诊数字，继而
感叹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威力与“非典”匹
敌，但此刻我们的心理大抵相似——平安回家。

1 月 23 日 9:25，经历两个多小时的飞

行，我搭乘的航班平安落地。2200 公里的
路途，一路颠簸，似乎只有到家的一刻，
近 60 小时悬着的担忧、惶恐、惴惴不安，
终于放下。回家之后，我便开始居家隔离。

至今，在家两个多月，新学期也已经
进入第7周。每日关注新冠疫情成为习惯，
但我依然对最初的几十个小时记忆犹新。
不仅因为这次疫情会成为我们一代人的记
忆，也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疫情发生后的
真实状态。尽管疫情突至，面对许多未
知，我们都会惊惶，但回想回家的一路，
从工作人员到乘客，都保持着往常的秩
序。这场对决中，每个人都成为冲锋陷阵
的战士，但背靠一个强大的国家、背靠这
国家里的温暖与热忱，我们怀有信心，因
而我们都是幸运的。回望最初的几十个小
时，此刻的我奢望回到此前甚至有些厌倦
的日常，短暂失去，再次拥有时才知珍
惜：岁月静好何尝不是一种馈赠。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商学院金融系18
金融工程专业学生）

回 望 最 初 的 那 几 十 个 小 时
——疫情发生后一位大学生的千里回家记

□□ 于云嵩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
文明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
饮食科学与饮食卫生。从早期的茹毛饮
血，到炉灶煮食，到围桌聚餐，再到文
明分餐。

早在夏商时期，分餐就是以“礼”
的形式存在的，有“天子九鼎七簋、卿
大夫七鼎五簋、大夫五鼎三簋”等配享
制度。这种分餐的方式一直在权贵阶层
沿袭，包括许多讲究的人家也是长幼分
明，尊卑不一，采用分门别类的分餐方
式进餐。即便是贫民百姓，也会一饭一
菜，手捧“菜盖饭”，各自享用。其中的
道理不言而喻。

时光荏苒，现代人是如何进餐的呢？
不少人喜欢聚餐，坚信“请客吃饭”

是增进友谊、投资感情、攻关克难的“金
钥匙”。大事小事聚聚餐，大节小节摆摆
宴。至于“婚丧嫁娶”等要务，更是大摆
酒宴，十桌，数十桌，百桌，数百桌，推

杯问盏，猜拳豪饮，胡吃海喝，你给我加
菜，我给你添汤，“十双筷子一盘菜，十个
小勺一碗汤”，便成为“你亲我热，你来我
往，其乐融融”的一种表达方式。

就这样，不少疾病便通过“口口相
传”的途径传播开来，比如甲肝、胃炎、
痢疾、鼠疫等等。

我国是胃病高发的国度之一，幽门螺旋
杆菌感染是引起胃病的主要病因，我国人群
幽门螺杆菌感染率约为59%，欧美约为20%，
这与是否采用分餐制，有着直接的关系。

上世纪 80 年代初甲肝在我国广为流
行，有些地区十分严重，当时就有学者积
极倡导分餐制，避免病从口入，“口口相
传”。此后国宴开始实施分餐制，身先士
卒，做了表率。但是绝大多数家庭、群

体、个人还是没有决心和行动，废弃不科
学、不文明、不健康、沿袭已久的餐饮习
惯。

文明餐饮在行动
2003年的SARS，2019年的新冠疫情这

些公共卫生事件一次又一次凸显餐饮文
明、餐饮卫生等与多种疾病、大众健康息
息相关。分餐制、公筷公勺再一次提到重
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包括每一个家庭，也
必须重视餐饮卫生，使用公筷公勺，定期
餐具消毒，杜绝病从口入。

文明餐饮在行动！为了你，为了我，
为了他，为了家庭，为了民族，为了国
家，“十双筷子一盘菜，十个小勺一碗
汤”，必须休矣！

（作者单位：武警特色医学中心）

“ 十 双 筷 一 盘 菜 ， 十 小 勺 一 碗 汤 ” 必 须 休 矣
□□ 赵 蕊

3月1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宣布，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派出
5 批近 800 人的专业队伍驰援武汉。中医
药参与面之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程度
之高，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的。

阻止轻型、普通型患者向重型、危重
型发展，中药方剂“清肺排毒汤”显示出
非常好的临床效果。在为此新闻而感到欣
慰之时，我们还能从“清肺排毒汤”里看
到“厨房里的中药铺”，看到人们身边的
中药。

“清肺排毒汤”药方之名，取义于全
方的功效：清肺——针对肺炎；排毒——
直击新型冠状病毒。这个剂型为汤的方
剂，诞生于新冠肺炎来势汹汹之时、全国
上下急切地寻医问药之际。那是2020年1
月 26 日——农历大年初二，中国工程院
院士、北京中医药大学原校长王永炎和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
员仝小林等各地的国家级中医名家，以视
频会议的形式深度交流、严谨论证，一致
判定“清肺排毒汤”用于新冠肺炎救治。

至2月4日，“清肺排毒汤”在4个省
36个城市37所医院的214名确诊患者中使
用，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在 90%以上。
这个临床验证结果与先期处方设计预判完

全一致，显示出良好的疗效。2 月 6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办公室联合发出《关于推荐在中西医结
合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使用

“清肺排毒汤”的通知》。
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纷

纷为这个“国方”点赞。它源自医圣张
仲景 《伤寒杂病论》 的多个名方，融会
贯通，古方新用，创新组合。正是如此
这般“以方剂为单位，方与方协同配
合”，在同等药量的情况下产生几倍量的
效果，使新冠肺炎患者寒湿热毒的排出
速度更快。

说来真是奇妙，这“清肺排毒汤”处
方里，不仅有细辛、麻黄、藿香等写在

《药典》里的中药材，还有百姓厨房里司
空见惯的生姜、杏仁、山药等食材。原
来，食材之名不只写在“菜谱”里，也会
写在“药方”中——而且是以临床“急
用、实用、效用”为导向的大疫之下推荐
全国使用的“药方”。

在这居家隔离不传染病毒就是为国家
做贡献的日子里，我走进厨房，用不一样
的眼光审视生姜们、杏仁们、山药们……
对唐代《黄帝内经太素》说的“空腹食之
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药食两用话中药》《中药传奇》
等医书食书，均可见对“清肺排毒汤”里
食材的评介，它们也都是名副其实、当之
无愧的药材。

生姜：《本草纲目》 称生姜“生用发
散，熟用和中。解食野禽中毒成喉痹。”
生姜具有散寒解表、降逆止呕、化痰止咳
的功效。

杏仁：《药性论》 记载杏仁“治腹痹
不通，发汗，主温病。治心下急满痛，除
心腹烦闷，疗肺气咳嗽，上气喘促。”杏
仁具有降气化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的
功效。

山药：《本草纲目》 称山药“益肾
气，健脾胃，止泄痢，化痰涎，润皮
毛。”山药具有补脾、养肺、固肾、益精
的功效。

茯苓：始载 《神农本草经》，列为上
品：“主胸肋逆气，尤恚惊邪，恐悸，心
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干。”
茯苓具有利水渗湿、健脾和胃、宁心安神
的功效。

与记录这些内容的书并立在我书架上
的《饭菜就是特效药》，是著名中医药专
家、养生康复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翁维健老先生2015年出版的新作。在《饭

菜就是特效药》推荐语的封底，82岁的翁
老从古代名医、医学名著、民间谚语中精
选4句话，广而告之——

扁鹊：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
李时珍：饮食者，人之命脉也。
《饮食须知》：养生之道，莫过于饮

食。
民谚：先进厨房，后进药房。
翁老多次应邀到中央电视台作养生讲

座。2013年7月12日，翁老以开讲嘉宾的
身份出席北京市陶然亭街道办事处组织的

“粮食与健康”科普讲座。从大学讲坛走
进电视荧屏，从电视荧屏走进居民社区，
一路走来，翁老常说：“厨房里藏着个中
药铺”。

（作者系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兼民
族药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食品科普创作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

“清肺排毒汤”处方里不仅有细辛、麻黄、藿香等写在《药典》里的中药材，还有百姓厨房里司空见惯的
生姜、杏仁、山药等食材。原来，食材之名不只写在“菜谱”里，也会写在“药方”中。

从 清 肺 排 毒 汤从 清 肺 排 毒 汤 到到 ““ 厨 房 里 的 中 药 铺厨 房 里 的 中 药 铺 ””
□□ 单守庆单守庆

科普时报讯（记者 李禾）日前，远东·吉
特利将原定交货国外的全部一次性环保纸浆餐
盒，再次无偿捐赠武汉餐饮协会，通过武汉华
工后勤等供餐企业的配合，助力武汉医护人员
用餐安全。

远东·吉特利董事长苏炳龙亲表示，当时
武汉处于特殊时期，为确保餐盒及时送达，企
业不计疫情期间运费高涨，全程包车。第二次
捐赠环保餐盒数量共计43万多件，均为一次
性可降解可堆肥环保餐盒，主要原料是用甘蔗
渣、麦秸秆等植物制成，可替代一次性塑料、
发泡餐盒。餐盒使用后，无需任何处理便可自
然降解成有机肥料。

远东·吉特利是全球第一家发明降解餐具
的生产工艺发明商及降解餐具行业的龙头企
业。2020 年 2 月 2 日，远东·吉特利第一次捐
出环保餐盒数量总计45万多件，全部由武汉
市黄陂区民政局接收并供给黄陂区各医院医
护及相关人员就餐使用，两次捐赠总价值约
百万元。

环保餐盒助力武汉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