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骑车老人突然晕倒 巡警连线120远程急救
本报讯 （记者 史卫平 通讯员 周

宗江 匡梅） 一位骑电动车的7旬老人
突然摔倒在马路上，失去意识。所幸巡
逻民警及时赶到拨打120，并电话连线
途中的医护人员先行施救，老人最终化
险为夷。近日，行动不便的老人委托家
人给民警送来了一面印有“品德高尚、
救死扶伤”的锦旗。

事发当日下午两点多钟，海州公安
分局巡特警大队民警杜峰和队员王诗
允在海州临洪门一带例行巡逻。“忽然，
一位骑电动车的女士过来说，幸福路海
粮大酒店门口有人晕倒在马路中间了，
天寒地冻的，很危险，你们赶快去看看
吧。”杜峰向笔者回忆事发经过。

因距离较近，他们不到1分钟便赶
到了现场，发现一名戴着头盔的老人趴
在路上一动不动，边上有辆倒地的电动
车。虽有不少群众围观，但因不懂医术，
都不敢贸然上前施救。

“老人家，醒醒……”杜峰当即蹲下
察看情况，老人呼吸微弱，初步猜测是
骑电动车摔倒的。他一边呼唤老人，一
边安排王诗允疏导交通。可老人没有反
应，杜峰赶紧打120，请求救援。

在120前往现场途中，杜峰电话联
系医护人员：“老人摔倒，趴在地上，无
意识，呼吸弱，能把他翻过来吗……”按

照医护人员电话中的指导，他小心翼翼
地拿掉老人的头盔、口罩，然后和赶到
现场的海州派出所民警戴长昆等人一
起将老人慢慢翻过身来躺平。

然而，脸色苍白的老人依旧双眼紧
闭、不省人事。杜峰一刻不停地掐他的
人中、虎口等部位，几分钟后，老人终于
有了模糊意识。 杜峰随即对他进行安
抚，并从他口袋中取出手机，联系上了

他的家属。其他民警则迅速疏散围观群
众，维护交通秩序，向围观群众了解老
人摔倒原因。

120急救车赶到现场后，民警协同
医护人员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陪护到医

院， 并通知老人家属直接到
医院。“老人有癫痫病， 同时伴有高血
压，幸亏你们抢救及时，而且方法得当。
不然，他的麻烦就大了。”医生说。

几天后， 民警接到老人打来的电
话。老人说，自己姓刘，已平安回家，当

天骑车路过事发地时， 病情突然发作，
不知不觉就失去了意识。“我家人都不
在现场，如果不是你们出手相助，我这
条老命可能就……而且， 当时那么忙，
你们还能想到帮我保管好车子，让我很
感动。”老人激动地说。

我市“部分偿还住房公积金
贷款”可线上办理

本报讯（记者 陈兵 通讯员
傅华）“以前部分偿还住房公积
金贷款业务需要到银行公积金
专柜办理， 现在不需要任何证
件，只要通过手机支付宝，足不
出户就把事情办完了， 太方便
了。”近日，刚刚办理完业务的
市民李某在谈及住房公积金便
利化改革时赞不绝口。

据了解， 在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全部提取业务中，直
接支取公积金偿还公积金贷款
业务早在2015年已实现全程网
办， 但通过个人银行借记卡来
部分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则
需要市民到放贷银行柜面，填
写材料、 签字确认办理， 办事
慢、资料多、程序繁。为此，市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坚持以问题
为导向， 围绕市民反映的个别
住房公积金业务问题， 探索发

展新思路，主动打通服务“最后
一公里”。

据介绍，我市住房公积金认
证客户，个人支付宝已绑定银行
借记卡，通过“公积金网厅”“提
前部分还贷”选择支付宝还款，
即可使用支付宝已绑定银行借
记卡部分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
无需在服务网点排队办理，“指
上公积金”让老百姓办理业务更
加快捷、方便。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线上业务都要求
是认证用户，可通过以下任一渠
道认证：通过市住房公积金业务
大厅前台实名认证；“我的连云
港”APP、“江苏政务服务”APP线
上注册认证，可“一网通办”所有
公积金线上业务；市住房公积金
网上业务大厅通过“支付宝”扫
脸自助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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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快餐”时代，思考还需去“碎片化”

“现在打开网页，想搜索新闻、知识
点只要把问题输入很快就可以查找到，
我觉得特别方便。而且走到哪里都可以
随时看想看的视频知识， 真是太便捷
了。”市民赵永诚说。在我们身边，还有
很多市民和赵永诚的想法一样，平时青
睐从网上获取知识。相关人士表示，“知
识快餐” 时代获取知识便捷的同时，人
们也要注意培养思考能力。

市民获取知识渠道不再单一
在企业上班的乔冉，手机上安装了

多个软件，有的可以查询知识，有的可
以随时学付费课程。最近，她需要参加
关于机械理论方面的辩论赛，为了全方
面了解相关知识，她通过手机搜索了很
多内容。 通过对相关知识的深入了解，
再结合生活实际及案例，她得出了自己

的观点。 她说：“现在对知识的获取真很
方便，过去要学习某一方面知识，要查询
大量书籍， 还要咨询相关专家， 费时费
力， 而现在只要打开网站就可以了解到
任何自己想知道的知识。”

昨天， 笔者在新东街道走访了部分
使用智能手机的居民，了解到有8成市民
喜欢用智能手机搜索知识。 过去由于手
机功能简单， 他们一直采取书本学习的
方式获取知识， 但随着手机功能越来越
强大，他们开始喜欢用手机来学习知识，
并且将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浏览新闻、
看自媒体文章等。

从文字书籍、 广播电视到移动互联
网，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不断演变。如
今，短视频发展如火如荼，各种各样的知
识正变得随处可见、随时可学。很多人现
在获取知识的途径也由书本逐渐变成通
过网站、短视频等新型传播方式获得。

智能化让人们获取 “知
识”更便捷

快餐文化是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的产
物，内容方面也变得通俗易懂，人们只要
搜索就可以获取自己想要的内容。

“现在遇到问题， 我都上网去查，网

上都能查到。 尤其是晚上辅导孩子作业
的时候，时间太晚不好意思咨询老师，我
就直接网上查找了。” 市民刘佳佳说。刘
佳佳的孩子今年上初二， 从孩子四年级
开始，学习难度加大，遇到复杂一些的思
考题，她都要上网查找答案。她还购买了
查错题软件，时间久了，她感觉自己已经
离不开这些智能软件了。

简单快捷的方式让人们获取知识更
加方便，学习之后会产生一定的知识“饱
腹感”。 在自己有了一定的储备之后，通
过更快捷的方式梳理知识， 还能达到总
结知识、提高认识的目的。

市民陈晓丽告诉笔者：“自从孩子出
生，一遇到育儿问题，我总是习惯性拿出
手机寻找办法， 如果遇到和自家孩子类
似的情况， 我就会按照网页上所说的办
法去尝试， 渐渐地我也摸索出了自己的
一套育儿方法。”

生活中仍要培养思考能力
“知识快餐”让人们轻松获取知识的

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快餐文化没有
完整的信息输出，往往只是片段、零碎的
信息，久而久之自身会受到“零碎信息”
的影响，思路变得不完整。以很多人关注
的养生知识为例， 不少市民身体出现小

毛病喜欢上网搜寻诊疗方法， 结果往往
导致贻误病情。

高级心理咨询师、 成长加油站公益
发展中心咨询顾问王悠悠说：“过去人们
要学习一门学科，需要用大量的时间，现
在知识获取手段更快捷后， 有些市民就
很容易被蛊惑性的标题、 夸大的事实影
响思维力。 还有些市民过度依赖网络信
息， 不仅不利于将知识真实、 准确地传
播，反而降低了自我辨识能力，有可能带
来意识的浅层化、简单化。”

王悠悠认为， 新型知识传播方式无
法取代系统的专业学习， 只是在课堂教
育、书本学习之外的有益补充。在新事物
层出不穷、知识更新周期缩短的当下，除
了拿出整段时间学习之外，“碎片化”学
习并非没有意义，“碎片化” 的学习可以
帮助大家补充知识的宽广度， 如同知识
的开胃小菜一样， 有助于深度挖掘和探
索知识的系统化。需要重视的是，深度思
考能力是需要锻炼的； 深度思考可以增
加思考的清晰性、准确性、精准性、逻辑
性、关联性等，不管通过哪种方式获取知
识，都离不开思考分析的过程。在“碎片
化”学习的同时，人们在生活中要不断地
提高自身的思维层次， 不断提高自身对
事物的认知和思考能力。

陈丹家庭：
崇德向善好家风代代传

在海州区有这样一个家
庭：家人和睦、尊老爱幼、真诚
待人、热心公益。一家人用生活
中简简单单的事、 点点滴滴的
情诠释了家作为爱的港湾的真
谛，这就是陈丹家庭。崇德向善
是他们的家风，受到父母影响，
儿子也非常热心公益， 曾获得
江苏省“新时代好少年”光荣称
号。 陈丹家庭曾荣获江苏省文
明家庭荣誉称号。

昨天上午， 陈丹穿着防护
服来到辖区居民家中， 给一位
80多岁的老人进行日常健康检
查，并叮嘱老人要好好休息，身
体不舒服要及时联系她。随后，
她还贴心地给老人送去了化痰
止咳药。

今年46岁的陈丹， 是海州
区孔望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
科副主任医师， 扎根基层医疗
事业28年， 以精湛的医术和热
情周到的服务， 为居民提供基
本医疗服务及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多年来，作为一名社区家庭
医生团队长， 陈丹带领团队服
务在辖区慢性病和老年病群体
中， 每年为6000余位居民提供
体检和随访服务， 对行动不便
的居家病人提供每年12次免费
上门公共卫生服务， 累计服务
时长超1000小时，她还下社区、
进企业、 入工厂， 每年至少为
3000多名居民进行院前急救知
识讲座， 极大提高了居民对急

救知识的知晓率。
陈丹的丈夫丁志国是一名

交警。近年来，他处理各种复杂
交通事故200余起，查获盗抢车
辆近260辆、酒毒驾违法人员近
370名， 抓获网上逃犯近30人，
他还每年走进各中小学开展安
全知识讲座， 年授课超300小
时。热心公益的他，参与社区、
学校等公益志愿活动700余次。

夫妻俩一直把崇德向善作
为他们家的家风。受父母影响，
儿子丁晨曦也热心公益，积极参
与社会实践和志愿者服务。在周
末或假期，他和爸爸一起参与交
通管理，成为交通协管志愿者，
组织同学成立 “马路文明小使
者”志愿服务队，在周末义务执
勤100余次，成为了红绿灯路口
的“编外小交警”。每年，他还和
同学们一起去慰问贫困家庭，给
贫困老人送去生活用品。

和睦的家庭能给每一个家
庭成员带来温暖、 带来快乐，
带来健康， 也带来前进的力
量。陈丹一家各尽其责、各司
其职，却又守望互助、携手共
进， 他们每个人努力工作、刻
苦学习、向前向上，用爱与真
情创造着美好生活。

□ 武娜 王飞 杨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