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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火”的方法有哪些
“上火”是人体各器官不协调造成

的，医学上称之为应激性疾病。通常，人

们在“上火”之前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

发病后则表现为咽喉干燥疼痛、眼睛红

赤干涩、鼻腔热烘火辣、嘴唇干裂、食欲

不振、大便干燥、小便发黄等，而严重的

口疮、咽喉肿痛等症状会影响人体的正

常饮食，一些爱美的女士脸上也会因“火

气”比较大，长出红且发痛的痘痘，给生

活和工作带来不便。

专家建议，“清火”首先要保持科学

的生活规律，按时作息，定时定量进餐，

不为赶时间放弃一顿，也不为一席佳肴

而暴饮暴食。安排各种活动需适当而有

节制，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熬夜，以免

过度疲劳、抵抗力下降。

其次，多吃“清火”食物。新鲜绿叶

蔬菜、黄瓜、橙子、绿茶都有良好的清火

作用，而胡萝卜对补充人体的维生素b、
避免口唇干裂也有很好的疗效。此外，

可以口服各类清凉冲剂，如夏桑菊冲剂、

金菊冲剂等对“清火”也很有效。

在“上火”期间，不宜吃辛辣食物、喝

酒、抽烟和熬夜，应注意保持口腔卫生，

经常漱口，多喝水，并在医生指导下服用

“清火”药物。如果“上火”症状比较明

显，一周以上还没有好转，需及时到医院

就诊。专家特别提醒市民，不要自己随

意服用一些“清火”药物，因为有可能服

用过度而适得其反。

精神病人在精神因素或精神症状的

影响下，均可发生暴力行为，其暴力行为

对患者自身及其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

严重影响其家人的生活质量。而目前家

属普遍缺乏应对患者暴力行为相关知识

而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处理。

袁老师认为，家属掌握一定精神病患

者暴力行为的相关知识，如暴力行为发生的

先兆、表现形式及家庭处理措施等，能有效

预防和降低暴力行为造成的损失和伤害。

如患者出现踱步、不能静坐、握拳或

用拳击物、呼吸增快、突然停止正在进行

的动作，在语言上威胁、强迫他人注意、

大声喧哗情感，情绪上表现愤怒、焦虑、

激惹等症状，这是暴力行为发生的先

兆。在家庭护理期间，家属应注意居住

环境的安静、危险品的保管、保持良好的

家庭成员关系，注意观察和接触语言的

方式，监督服药过程，积极预防暴力行为

的发生。一旦暴力行为发生，家属可通

过对话劝诱，稳住患者的同时赢得充足

时间，寻求他人帮助；保持和患者的距

离，保证自身安全；如言语劝诱无效，可

根据患者当时情况适当给予隔离保护，

进行中注意患者安全，防肢体损伤等；如

患者极度兴奋、躁动，无法控制，应及时

送精神专科医院就诊。

袁勤，副主任护师。浦东新区南汇

精神卫生中心护理部主任。长期从事精

神科和老年科护理工作，具有丰富的临

床护理和管理经验。

免费咨询门诊地址：南汇精神卫生
中心门诊103诊室

免费咨询门诊时间：每周五上午
咨询电话：021-68036139
邮箱地址：pdnjyq@163.com
南汇精神卫生中心地址：浦东新区

惠南镇拱乐路2759号

袁老师谈精神病人家庭护理——

掌握应对患者暴力行为的知识

■见习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又到一年春节时，微信“抢红包”再次

“满天飞”。而且，另一大支付平台——支

付宝钱包内的红包功能，今年增加了微信

和QQ的分享入口，即支付宝用户可以向

其微信通讯录和QQ上的好友讨要红包。

有专家指出，此次支付宝与腾讯“抱

团”，意味着市场上龙头支付平台的用户

资源整合，电子红包的使用者将继续大幅

增加。支付宝方面透露，今年电子红包的

数字有望达到十亿以上规模。不少微信

使用者戏言：一大波“红包”正在袭来。

记者注意到，不少人把抢到“电子红

包”当做一种彩头，放在微信里并不提

取。那么，这些红包的钱去哪儿了呢？

多少人使用“微信红包”

最近，记者以“你使用过微信红包吗”

为主题，制作并分发了一份调查问卷，共

回收有效问卷123份。根据年龄，将受访

者分为25岁及以下，25岁到40岁，40岁及

以上三个组别，数量分别为48名、42名和

33名。受访者职业涵盖学生、国企员工、

公务员、记者、教师、律师、私营业主等等。

问卷结果显示，超过90%的受访者均

使用过微信红包。其中，超过 30名 25岁

以下的年轻人表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微信红包功能一推出便在朋友间尝试，感

觉很方便；不少 25岁到 40岁的职场人士

则表示，发红包是一种社交方式，平时没

有机会联络的朋友因此有了沟通的话题；

还有近 20位 40岁以上的受访者坦言，最

初因为对网络金融缺乏信任，以及操作上

看似繁琐而没有使用微信红包功能，但是

随着微信红包成为朋友间的谈资，感觉不

抢个红包好像落伍了，便跟着抢了。

王磊是一名律师，他告诉记者，微信

红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哪怕不是过

年，只是平常日子，朋友间“十块、二十块”

的红包来往也十分频繁。然而，出于对法

律的敏感性，王磊担心：“不像传统的红包

拿在手上来得有安全感。”

调查问卷显示，不少人因为“钱数不

多，就是讨个彩头，往往抢了红包，光顾着

喜庆，就没将这笔钱提现了”。

红包里的钱是否进“口袋”

根据“微信红包”使用规则，任何人抢

到红包后，可以提现到银行卡，三天内可

以到账；如果没有绑定银行卡，钱就永久

留在微信红包中。对于发红包者，如果发

出去的红包没有派完，超过 3 天有效期

后，未被领取的红包金额将被退回到支付

的银行卡中。

在上海工作的刘先生近日就接到了

一些讨要红包的短信，他告诉记者，刚开

始接到短信时，看到显示的号码不像手机

号，以为是诈骗短信，后来询问朋友得知

是支付宝的讨红包功能，看到只是讨 15
元，就给了；在北京工作的陈女士接受媒

体采访时也表示，抢红包的钱都舍不得提

现，因为这是自己靠面子挣来的，钱多会

有成就感。类似刘先生和陈女士这样不

兑现“红包”的人还有很多。

据腾讯发布的数据，截至去年10月，

微信共拥有6亿用户，其中海外用户1亿，

国内用户5亿。此外，去年微信红包活动

最高峰是在除夕夜，最高峰期间每分钟有

2.5万个红包被领取，平均每个红包在 10
元内。也就是说，有数亿元巨款没有进入

用户们的“口袋”，那么它去哪里了？

“红包”在银行备付金账户

记者亲身体验后发现:一来，用户若

不绑定银行卡，则无法将“红包钱”提现至

自己的银行卡中；二来，就算绑定了银行

卡，提现功能也只针对部分银行，包括上

海银行在内的其他银行用户在试图提现

时，则会看见相关提示：“该业务暂不支持

此银行卡”。钱要到卡里，还挺难。不满

足条件的微信用户，若不愿将“红包钱”充

入手机号，只能让它在微信财付通账户中

沉淀下来。

实际上，早在去年春节前夕，就有媒

体就此问题做过报道。当时，腾讯公司新

闻发言人张军曾称，微信运营方财付通公

司正在加紧开发红包的消费和提现功能，

将来用户填写简单的资料，包括银行卡卡

号，经过验证后就可以提现。腾讯公司相

关人士也回应称，微信红包运营团队财付

通正在开发无信用卡提现和充手机话费

功能，尽快让用户把红包里的钱消费掉。

一年过去，新年又来，答案是：手机充

值功能已开通。银行卡提现功能尚未兑

现。

那么，这笔微信沉淀资金在哪里？熟

悉金融法的律师倪东风表示，首先微信红

包是腾讯公司旗下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付

通的服务，第三方支付平台只是代收代付

该红包金额，通俗来讲，微信客户委托财

付通向部分特定微信用户发放红包，财付

通受托向特定微信用户支付红包。微信

红包是沉淀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财付通的

备用金账户上。她强调，腾讯公司不可以

挪用微信红包内的钱。

那么，支付机构是如何处理这笔钱的

呢？快钱公司相关负责人徐军向记者透

露，每个支付机构在银行都设有自己的备

付金账户，用于存储类似通过“微信红包”

等方式收到的客户钱款；银行则拿这笔钱

去做低风险的理财投资，并定期与支付公

司按一定比例分配利益。最后，这部分利

益，支付公司将通过一系列活动返还给用

户，以提供更好的服务，为公司积攒口碑。

倪东风告诉记者，类似财付通这样的

第三方支付公司，是存在监管机构的，中

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支付机构和

备付金银行的客户备付金存管业务活动

进行监督管理，要求支付机构、备付金银

行每日核验客户备付金信息，做到账账相

符、账实相符。这也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一种措施。

监管机制有待加强

倪东风认为，微信红包是一种金融创

新。总体上来说，微信沉淀金是非常安全

的。然而，任何新生事物在立法层面、监

管层面，或是微信红包本身的技术层面，

都存在不完善之处。比如，除了微信红包

沉淀金去向之外，还存在如下问题：提现

的红包不论金额大小，通常是无法实时到

帐的，中间会有24小时的周期或者更长时

间才能确定被提现账户收到，那么中间周

期过长给提现用户造成的损失如何承担？

此次调查中，有不少受访者还提出，

应该将微信红包沉淀资金的相关信息向

公众公开。倪东风认为，微信红包的沉淀

资金是否需要向公众公开，目前监管部门

尚无相关法律规定。在微信红包功能尚

存在缺失的情形下，如果腾讯公司选择公

开沉淀资金的数额、去向等信息，不失为

一种自律措施，也是与用户建立互动和信

任感的一种方式。

不少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士还建议，在

立法和技术都不尽完善的时候，相关部门

应该对微信红包服务进行更多监管，以保

证广大微信用户的利益不受损害。微信红

包作为金融创新既要满足用户需求，又不

能损害用户权益；在提供高效的服务的同

时保障安全和防范风险才是更为重要的。

■本报记者 章磊 浦东报道

沿林海公路往南，在鹤立西路右

转，迎面便是一座牌楼，明确告诉来访

者，这里就是浦东“明星村”之一的牌

楼村。

走进村庄，水泥路整齐划一，白墙

黑瓦的民居，加上小桥流水，呈现出一

幅典型的江南水乡美景。静谧的冬

日，更透出一股悠闲意味。

看到如此景观，任谁也不会想到，

1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典型的“贫困

村”。2002年行政区划调整，航头镇的

谈弄村与牌楼村合并组建了新的牌楼

村。当时的牌楼村地理位置偏僻，基

础设施落后，全村只有一条水泥道路，

其余都是泥路。

巨大的改观，得益于新农村建设

与上海世博会带来的契机。2008年 6
月，航头镇政府组建村庄改造现场推

进小组，落实牌楼村的村庄改造和世

博演绎基地建设。

村庄改造，首先改变的是基础设

施和环境。修缮道路，引进公交，主干

道上安装太阳能路灯，河道疏浚，护岸

改造，一系列举措之后，牌楼村村民生

活环境大有改观。

牌楼村内自然河道众多，村庄改

造时予以了充分利用，两侧河岸铺设

草坪，栽种景观树种，还设置了休闲长

廊和亲水平台，打造出生态水乡的美

景。牌楼村党总支副书记吴正燕告诉

记者，接下去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打

算打通环绕村庄的自然河道，并设置

游船码头。

为了保护好自然河道的水源，

2009年，牌楼村找到上海交通大学的

设计团队，投资180多万元建设了污水

处理站，对牌楼村 13组内的农户生活

污水全部收集处理。

据悉，该污水处理装置是目前全

市投入运行的 3个最先进的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系统之一，出水水质达到1级
B标准，即能直接使用的标准，经处理

的水可以安全排放至附近河道。

与美丽河道相配套的，是古色古

香的村宅环境。吴正燕告诉记者，在

对残旧民宅进行修缮改造时，全面保

留了白墙黑瓦“道士”帽的浦东老式民

宅格局。如今，村里 60%-70%的民居

都是这种风格。即使是村里一个大规

模的农庄，也采用了老式民宅的统一

风格。

不仅是村宅环境好了，村民的生

活也更加滋润了。新农村建设，最终

目的还是为了让村民共同致富。

牌楼村有 3000多亩耕地，产业结

构调整后，在原有水稻、蔬菜为主的基

础上，引进了 100多亩猕猴桃基地，扶

持村民栽种新型猕猴桃。

牌楼村还积极利用集体流转土地

“筑巢引凤”，引入鹤丰庄园等三个“农

家乐”项目。这些“农家乐”，也是坚持

了生态、环保的理念。如鹤丰庄园，除

了传统的餐饮、住宿外，还在2014年引

进了“鱼菜共生”和“气雾栽培”的新型

种植园。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2月2日，浦东新区家政服务行业协会

举办“爱，助梦想启航”迎新活动。活动

上，一个个由家政服务员自编、自导、自演

的表演，让一年忙到头的“阿姨”们放松了

一把。这些“阿姨”大都来自浦东的 36家

“市示范性家政服务站”。据了解，上海家

政从业机构近4000家，家政实际从业人员

50多万，95%以上是外省市来沪女性务工

人员。浦东新区家政服务行业协会张琴

英告诉记者，赶在春节前送上一台演出，

也是感谢她们一年来的辛勤付出。

微信“红包”里的钱去哪了？
专家建议加大电子金融监管保障用户利益

浦东家政服务业
举办迎新活动

航头镇牌楼村：

白墙黑瓦的生态村

迎新活动中，家政服务员自娱自乐。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暮色下的牌楼村。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