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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虽小，却祸害无
穷，稍不注意就会赠送你个

“红包”。更可怕的是，“红
包”里不仅没钱，还可能潜
藏着疟疾、登革热、乙脑等
疾病的病原体，致人生病。
人们将8月20日定为“世界
蚊子日”，以增强公众对疟疾
及其他蚊子传播疾病的防范
意识。

既然蚊子这么可怕，有
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被蚊叮呢？

要了解蚊子的喜好，才
能“对症下药”。人体排出的
二氧化碳、汗液中包含的丙
酮、乳酸以及化妆品中的挥
发性物质，较高的体温，深
色衣服等对蚊子有着极大吸
引力。所以我们可以勤洗
澡、少用化妆品、穿浅色衣
物等来减少对蚊子的吸引。

防蚊要主动出击，给蚊
子大军来一招“釜底抽薪”，
消灭其孳生地。蚊子一生经
历四个阶段：卵、幼虫、
蛹、成虫。蚊子整个“虫

生”大概有两周，除了我们
常见的成虫，其他三个时
期都是在水中度过的。因
此，清理积水就成了灭蚊的
重要手段。例如，院子里要
勤翻盆、倒罐，防止雨水存
留；室内的花瓶和水养植物
至少每星期换一次水；厨房
和卫生间的地漏可以适当使
用杀虫剂等。(了解更多疾病
预防知识，请关注“漯河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
众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
供

如何避免被蚊叮

市民王女士：我家孩子
在幼儿园表现很好，到家后
就像变了个人，说脏话，走
路不规矩。跟他讲道理，效
果不明显，尝试惩罚他，亦
未收效。怎么办？

市精神病医院心理咨询
师冯玉霞：父母要寻找自身
原因，不要一味责骂孩子。
不少家长往往因为工作忙、
压力大，没时间陪孩子，有
的甚至当着孩子的面吵架。
此时，孩子是孤独和无助
的，只能通过发脾气引起大
人注意。家长可尝试以下办
法：

1.多些关心。家长每天
留出一些时间与孩子相处，
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孩子的
感情。如耐心听孩子讲在幼
儿园或学校发生的趣事，随
时与其互动等。

2.及时引导。一旦发现孩
子有发脾气的迹象，要设法
安抚，并耐心引导孩子说出
原因。

3.给予奖励。表扬孩子好
的行为比惩罚错误行为有
效。家长可以作记录引导孩
子，如不说脏话给 1 颗星，
累积5颗星可以拥有一样玩
具、8颗星可以去郊游等。

4.适当惩罚。如果孩子行
为出格，可没收其玩具或取消
看动画片的时间。需要注意的
是，把孩子独自关到屋里可能
导致其做出更激烈的行为。

如果家长按照上述建议
实施后仍然没有效果，建议
家长到幼儿园了解情况，也
可求助心理医生。 冯玉霞

孩子为何爱发脾气

■专家链接
冯 玉

霞，主治医
师，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
师，漯河市
精神病院心
理科兼精神
科男病区主
任。她从事

精神科临床二十多年，曾在
江苏省苏州广济医院及河南
省精神病院进修，临床经验
丰富，可以对精神分裂症、
双向情感障碍、酒依赖及酒
精所致精神障碍进行早期干
预及诊断治疗，擅长治疗抑
郁症、焦虑症、强迫症、失
眠症及儿童孤独症、多动
症、抽动障碍、老年期各类
精神障碍等。

8月24日，全市创建国家食品
安全示范城市工作推进会召开。会
上，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作典型经
验交流。

自我市擂响勇摘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金字招牌”战鼓的
那天起，市教育局积极响应市政
府“城必创、创必成”的号召，
多举措助力我市国家食品安全示
范城市创建，全力守护广大师生

“舌尖上的安全”。
该局科学制订《全市教育系

统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
作实施方案》，明确任务书、时间

表、路线图，实行“时间倒排、
任务倒逼、责任倒追”台账管
理，上下联动、精准发力。

经常性组织开展“食品安全
进校园”“食品安全周”“食品安
全护苗行动”等宣传教育活动，
推动食品安全宣传走深走实。通
过举行演讲比赛、在微信公众号
发布宣传文章、在电子屏滚动播
放宣传语等形式，营造浓厚的创
建氛围。采用“小手拉大手”的
方式，实现家校整体联动，不断
提高师生及家长对食品安全知识
的了解、对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的满

意度。
为培养“食品安全明白人”，

提升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水平，8月
6日至8日，市教育局联合市食品
安全创建办，在临颍南街基层干部
学院举办全市教育系统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专题培训班，
邀请5名省级、市级食品安全专
家，就如何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
理、对标对表开展创建工作等内
容，对70名食品安全管理员进行
培训。全市各级教育部门相继举办
食品安全创建培训活动12场，培
养“食品安全明白人”1000多人。

坚持“以点促面推广、以面促
点深化”的工作思路，积极推动
140个学校规划食堂点位。在郾城
三中、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西湖幼
儿园分别举办现场观摩交流会，以
点带面推动食品安全管理提质增
效，取得良好效果。成功打造首批
示范点位55个、样板点位10个，
促进校际间观摩交流，形成了互帮
互助、共建共治的创建格局。

坚持隐患排查整改“日报
告”“周报告”制度。会同市场监
管部门，逐个指导需要改造提升
的学校食堂，对设施设备的安装

等内容提出具体的整改措施、整
改时限及整改目标，确保升级改
造到位。

强化实地督导，通过与相关
部门开展联合检查，已实现春秋
学期所有学校食品安全检查100%
全覆盖。全流程把关进货查验、
制作加工、就餐管理、食品留
样、环境卫生等环节，重点查验
肉蛋奶、米面油等来源是否正
规、索证索票制度是否落实、购
进台账是否规范，发现问题现场
交办、限期整改。

张 超 杜 鑫

市教育局

多举措助力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

■本报记者 李 丹
漯河二高党总支委员、副校

长宋保安从教二十多年来，在教
育教学岗位上始终扎实工作，以
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赢得了师生
的认可，彰显了一位优秀教育

“老兵”的责任担当。多年来，宋
保安荣获省级文明教师、优秀教
师、骨干教师、教学标兵和市级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称号，
多次获省、市优质课评比一等
奖，参与了5部教辅资料的编写工
作，并发表多篇教学论文；所带
年级曾获市“青年文明号”称号。

宋保安积极协助学校书记、
校长做好管理工作，在助力学校
发展、统筹协调工作中牢固树立

大局意识，全面贯彻落实学校政
教“大管理”理念，在卫生、安
全、疫情防控等方面制订管理规
范，提升管理标准；瞄准学校创
建省级文明校园的目标，从严、
从细、从源头管理，明确责任分
工，量化考核绩效，使学校整体
管理水平实现新跨越。每次学校
领导班子会议之后，宋保安都及
时召集其分管的政教处、团委、
年级负责人进行座谈，把学校管
理工作的具体要求及时传达到
位，详细了解各项工作的开展情
况，安排下一步工作，确保分管
各部门工作井然有序开展。

在宋保安的化学课上，他不
仅教课本上的化学知识，还经常

将生活中的事例与这些知识结合
起来，便于学生理解。宋保安带
过的一届高二学生曾为他精心设
计了一张特别的新年贺卡：红色
喜庆的贺卡上画着宋保安的卡通
画像，旁边是学生对宋保安的真
情“告白”——他特别和蔼，嘴
角总是挂着微笑；他是一个在课
堂上很投入、对工作认真负责的
好老师；他讲课非常有激情，还
很 风 趣 ， 课 堂 气 氛 总 是 很 活
跃……一句句简单的话语饱含着
学生对宋保安的喜爱。宋保安善
于引导学生大胆提出问题，并能
详细耐心解答，教给他们做题方
法。他还会跟学生谈理想、聊未
来，深受学生喜欢。

宋保安在管理工作中，注重
以人为本，勇于开拓创新。他持
续加强班主任队伍建设，精心设
置班主任培训课程，指导市级名
班主任工作室建设，连续举行两
届班主任“说班大赛”，促进了班
主任的理论修养、实践水平和整
体素质的提升，培养出一支优秀
的班主任队伍。在今年上半年该
校举办的青年教师培训班上，宋
保安以《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
统——密切联系群众》为题给青
年教师上党课。宋保安还在青年
教师中开展读书交流活动，引导
青年教师共读教育类书籍，认真
撰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并评
出优秀文章进行表彰交流，提升

青年教师的专业素养，为学校高
质量发展积蓄后劲。

在担当作为中彰显教育初心
——记漯河二高教师宋保安

图片由漯河二高提供图片由漯河二高提供

■本报记者 杨 旭
作为郾城区实验小学的语文教

师兼班主任，齐素华在三尺讲台上

默默耕耘了17年。教学这片沃土
承载着她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爱，
也浸透着她对学生的浓浓关爱。

“让每个学生在课堂上都有收获是
我追求的目标。”在日前的采访
中，齐素华说。

小学一年级是孩子人生的重
要节点。为帮助他们系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在班级管理上，
齐素华总是严爱相济。每天，她
早早地进教室，督促学生上好早
读课，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课
间，齐素华化身“孩子王”，与学
生一起玩耍，或与他们谈心。

齐素华积极参加各种教育教学
培训，适应不断发展的教育形

势；阅读《走进新课程》《效率提
高能力》等书籍，学习先进的教
育教学方法，并运用到课堂上；
积极参加校名师工作室，向身边
优秀教师“取经”，博采众长。

在教学上，齐素华准确把握
知识的重点、难点，并根据学生
的特点灵活运用不同的教学手段
和方法，将生活事例引入课堂，
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齐素华还带领学生开展“书
香家园”特色活动，鼓励学生多
读书、读好书，并让他们将读到
的故事通过讲、演、诵、编写等
形式分享给大家。在今年4月的
线上教学中，齐素华开展了线上

读书交流活动。学生不仅要将自
己喜欢的书推荐给其他同学，还
要讲述自己喜欢的故事，或与家
长一起表演书中的情节，或为喜
欢的书画上一幅画。活动得到家
长一致好评，在班上掀起了读书
热潮。

在齐素华心中，每个学生都
是一朵花。她认为，虽然花朵开
放的时间和形式不同，但只要用
爱浇灌，它们终有一天会华丽绽
放。班上有一个特殊的学生，齐
素华叫她“小可爱”。“小可爱”
不愿和同学交流，上课不爱发
言，也不喜欢参加集体活动。齐
素华经常将“小可爱”叫到身

边，为她整理衣服、头发。时间
久了，“小可爱”慢慢愿意与齐素
华亲近，偶尔还会和她分享新学
的儿歌。由于教学任务和班级事
务较多，齐素华不能时时照顾

“小可爱”，就让全班学生轮流照
顾。在她的引导下，班里许多学
生都与“小可爱”成为朋友。

齐素华兢兢业业工作17年，
收获了累累硕果。她所带班级各
方面都表现优异，她本人凭借良
好的业务素养和师风师德，赢得
学生的尊重、同事的赞赏和家长
的认可。展望未来，在教书育人
的道路上，她愿继续做学生的引
路人。

做学生的引路人
——记郾城区实验小学语文教师齐素华

图片由郾城区实验小学提供图片由郾城区实验小学提供

我国“学生奶饮用计划”计
划正式启动已22年。为进一步改
善中小学生营养状况，提升中小
学生的健康水平，2022年 5月，
中国奶业协会发布了《国家“学
生饮用奶计划”推广管理办法》
（修订版），对原奶质量、生产工
艺、入校规范操作等提出新要
求，学生奶供应对象也从限定中
小学生扩大至所有学生。同月，
中国营养学会组织编写的《中国
学龄儿童膳食指南（2022）》正
式发布。该指南将牛奶定义为促
进儿童青少年，尤其是学龄儿童
补充生长发育所需营养的理想食
品之一。6月，湖北省教育厅印发
《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家
“学生饮用奶计划”推广管理工作

的通知》。通知指出，要加大国家
“学生饮用奶计划”推广力度，巩
固提升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
的覆盖率，让更多的学生受益，
持续扩大受益学生群体，加速

“健康湖北”建设。7 月，在
“2022北方奶业大会暨第四届河
北国际奶业博览会”上，学生奶
生产企业进行“集体告白”，承诺
以更高标准、更严管理筑牢质量
安全底线，保障学生奶营养与安
全。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学生
饮用奶计划”在政府主导、政策
驱动、社会支持下正迅速推进与
落实。

回顾国家“学生饮用奶计
划”实施22年的历程，学生饮用
奶生产企业在承担品质安全主体

责任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落
实、推广国家“学生饮用奶计
划”。作为首批获得国家学生饮
用奶定点生产资格的企业，蒙牛
始终以“营养万千家庭，做少年
儿童终身健康守护者”为己任，
结合当代少年儿童营养需求，不
断丰富产品矩阵，打造出常温、
低温两大产品家族。日前，常温
家族中的蒙牛未来星学生奶已全
新 升 级 ， 蛋 白 质 含 量 提 升 至
3.3g/100mL，远高于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和中国奶业协会团体标
准。

蒙牛集团还积极践行社会责
任，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帮助更多
有需要的孩子。2002年以来，蒙
牛集团积极开展牛奶助学活动，

让更多地区的孩子喝到营养奶；
2006年，蒙牛未来星学生奶持续
开展牛奶助学活动；2017年起，
蒙牛集团率先响应原农业部与中
国奶业协会发起的“中国小康牛
奶行动”，实施“蒙牛营养普惠计
划”；2021年，蒙牛集团将该计
划进一步升级为“蒙牛营养普惠
工程”，携手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
促进会，共同启动了“学生营养
普惠食育基地共建”项目，以点
带面打造国内食育工作的示范基
地，促进食育研究成果服务万千
家庭及少年儿童；2022年，蒙牛
集团全面升级公益体系，正式成
立了“蒙牛公益基金会”，并发布

“蒙牛营养普惠工程”三年公益规
划（2023-2025），将在未来三年

内向全国的学校捐赠价值3000万
元的蒙牛学生奶，进一步推动少
年儿童营养健康事业持续发展，
助力少年儿童拥有阳光健康的未
来。

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计
划”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
长远大计。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
进会会长陈永祥在第三届中国学生
营养与健康发展大会上指出，少
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
们的健康不仅关系社会的全面发
展，也关乎着整个民族素质的提
升。助力学生营养均衡，亟须社
会各界共同努力。蒙牛集团将继
续用高品质营养奶保障学生健
康、茁壮成长。

何 伟

用高品质营养奶保障学生健康成长

■文/图 本报记者 刘彩霞
市中医院是集中医医疗、教

学、科研、预防、康复为一体的综
合性国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2021
年5月，该院在门诊二楼开设中医
特色门诊，设置独立诊室，发挥中
医特色优势，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进一步满足广大患者的就医需求。

走进市中医院中医特色门
诊，记者就看到了诊室墙上挂着
患者赠送的锦旗。据该门诊负责
人、主管护师张瑞介绍，送锦旗
的这两名患者被不同病症困扰，
后来通过中医特色护理技术调
理得以缓解，特送锦旗以表谢
意。其中一位60多岁的女性患者
因多梦、入睡困难严重影响生
活。医生通过耳穴贴压疗法对患
者相应穴位以及所属神经进行刺

激，调节大脑神经系统，从而缓
解了该患者的失眠症状。

“中医特色治疗是以突出‘中医

外治’为特色的中医药技术，历史悠
久。《黄帝内经》提出‘中医六法’，
即砭、针、灸、药、按跷、导引。”

张瑞介绍，中医治疗应用范围广，
与内治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对“不
肯服药之人、不能服药之症”更能
显示出其独特之处。

目前，该门诊护理团队有7
人，都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并
分别在广东省中医院、安徽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进修学
习。其中张瑞师承耳穴疗法传承
人李青山，曾被评为“河南省中
医护理工作先进个人”。为了使中
医特色技术更加成熟，该团队成
员深入研究中医经典名方，并结
合实际进行改进。

采访当天，张瑞正耐心地为一
个孩子进行中医调理。张瑞说：

“现在不少小孩脾胃虚弱，天气稍

微变化就容易感冒、咳嗽，也是影
响孩子的身高和体重的重要因素。”

市中医院中医特色门诊开设
一年多来，受到众多患者好评。
为了更好地为患者提供集健康咨
询、中医特色技术治疗、慢病管
理为一体的综合护理服务，该团
队加强护理人员中医特色技术培
训，成立学习小组并制订全年学
习计划表，每个月都安排专人对
相关特色技术进行演示讲授。

张瑞表示，中医特色门诊将
继续大力推广中医特色技术的临
床应用，用实际行动推动中医特
色技术规范化、专业化发展，让

“防病大于治病”理念深入人心。
同时，她们还将不断提升门诊
的综合业务能力，更好地为广
大市民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发挥中医特色优势 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记市中医院中医特色门诊

主管护师张瑞为孩子调理身体主管护师张瑞为孩子调理身体。。

本报 讯 （记 者 郭 勇
睿）近日，省教育厅发布了
第十九届河南省中小学幼儿
园自制教（玩）具暨学生科
技创新小制作小发明评选活
动获奖名单。我市多所学校
（幼儿园）师生的14件作品
在不同类别中获奖。

在幼儿园优秀自制教
（玩） 具类中，郾城区实验
幼儿园教师闫永红、李哲、
杜素芬共同制作的 《车轮
滚滚》，市实验幼儿园教师
陈 晶 和 朱 丽 共 同 制 作 的
《有趣的建筑工地》 等作品
获三等奖；在中小学自制
教具类中，市第二实验小
学教师王子文、王晓燕、
赵亚丽共同制作的 《乘法
口诀熟练仪》，市实验小学

教师薛娜和许新慧共同制
作的 《电动气垫船模型》
等作品获二等奖；在中小
学生科技创新小制作小发
明类中，市实验小学教师
陈宜轩指导、学生刘一阳
创作的 《木牛流马古今对
比》 等作品获一等奖，市
实 验 中 学 教 师 王 春 雨 指
导 、 学 生 秦 济 同 创 作 的
《小麦火情检测系统》 以及
教师李莎莎指导、学生侯
懿轩创作的 《人性化独立
公共卫生间》等作品获二等
奖。

据悉，这次活动共评选
出优秀自制教（玩）具暨学
生科技创新小制作小发明一
等奖66件、二等奖123件、
三等奖211件。

全省自制教具和科技“两小”获奖名单出炉

我市14件作品榜上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