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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保出行

本次雨雪冰冻天气过程正逢春运返乡

高峰期，雨雪冰冻天气对交通出行产生了

明显影响。

据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5日提

供的路况信息，全省185个高速收费站一

度实行临时管制，所有车辆只出不进。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怀化、益阳、

岳阳、常德等地尤为严重，全域高速公路此

前积雪结冰，长张高速等高速公路的部分

路段拥堵严重。

“我们全警上路，联合应急、路政等部

门，滚刷式吹雪车、铲雪车24小时作业，进

行撒盐融雪除冰，采取压道警车牵引、客危

运车辆临时管制等措施，最大限度地确保

辖区通行安全。”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

局办公室副主任陈鑫说。

雨雪冰冻天气导致京广等部分高铁线

路停运或晚点，给旅客出行带来诸多不

便。部分地区通过加强设备检修维保、动

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运输能力正在逐步

回升。

武汉是全国铁路的重要枢纽，雨雪天

气导致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开往

北京、上海、广深方向的部分直通车以及管

内汉十线、汉宜线部分列车停运。

记者5日从武铁获悉，针对大范围雨

雪冰冻天气，武铁加强设备检修维保，动态

调整列车开行方案，5日计划始发列车499

对，停运始发列车72.5对，预计运送旅客

50万人次。

迎难而上保供应

4日深夜，位于武汉市江岸区花惠社

区门口的树木覆冰折断，压断了位于树下

的电线杆，造成10千伏三眼桥线故障停

电。收到消息后，国网武汉供电公司抢修

人员姚志飞和他的同事赶到现场。姚志飞

和同事们顶着风雪，熟练地进行着发电车

的接电工作。不一会儿，附近居民的供电

恢复正常。此后，经过他们一夜奋战，新的

电线杆立起，抢修完成。

3日以来，国网武汉供电公司严格落

实24小时值班制度，共出动27台应急发

电车，给重要用户和居民小区进行供电，出

动供电抢修人员3700人次。

5日上午，湖南省临湘市聂市镇飘起

小雪。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临湘市供

电分公司根据冰情发展，紧急调配增补人

员120人，形成27支、310余人、80辆车的

应急抢修队伍，分别在各乡镇开展抢修行

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南方多地出现冻雨，是这一轮雨雪天气

的突出特征。相比其他灾害，冻雨更易导致

电力线路覆冰，对电网造成的影响更大，影

响范围也更广。面对冻雨灾害，多地电力公

司通过增设冰情监测哨点，组建应急队伍，

应用主网融冰装置、农配网融冰装置。

多措并举暖人心

3日晚，包茂高速渝湘段黔江至板溪段

骤降大雪，部分路段积雪深度达10厘米。4

日凌晨，一辆浙江温州至重庆的大客车和

50余名乘客被困酉阳服务区。接到情况反

映后，包茂高速酉阳养护站立即组织人员，

为滞留旅客送去药品、食物、开水等。

5日，随岳高速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

道仁矶收费站附近，志愿者将热气腾腾的

泡面和热水发放给受困司乘人员。“大家别

着急，后面还有很多物资正在送来！”志愿

者侯宏英喊道。

为让滞留人员能吃上暖心饭，当地党

委政府组织志愿者送来免费的方便面、八

宝粥、热水等。

据悉，此次降雪强度高、降温幅度大，

对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影响。各

地广泛发动志愿者，努力对高速公路滞留

人员进行救助，重点帮助解决吃饭、喝水、

因病用药等问题。

4日早，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南山

坪乡盐井村一名孕妇突然羊水破裂。受路

面结冰影响，救护车无法抵达。危急时刻，

村支书孟庆铣组织10余名党员群众，自制

简易担架，徒步近4个小时，将她紧急转移

到乡卫生院。县乡村三级分头行动，接力

开展“生命救援”，确保了顺利生产。

《工人日报》时斓娜

去医院就诊不熟悉流程怎么办，冬季

频发的流感如何预防，办公室久坐怎样运

动……随着短视频普及，越来越多的医疗

健康科普短视频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指

出，科学普及健康知识，有助于提高居民健

康水平。以短视频为媒介的医疗健康科

普，让晦涩难懂的医学知识“活”了起来，促

成一场医生与患者的“双向奔赴”。

讲解公众关心的健康问题

作为一名“心灵之窗”的守护者，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眼科医

生宋欣，在某社交平台发布了很多相关科

普知识。

“做眼科手术会毁容吗？”在宋欣的眼

肿瘤专病门诊，前来看诊的患者常忧心忡

忡地问道。宋欣发现，很多患者会问一些

共性问题，这让她想到，如果能通过短视频

介绍一些眼科常见疾病的基础知识，一方

面能让患者对自己的疾病有基本了解，另

一方面也能提升工作效率。

在门诊中，不少患者向医生提及：“我

是看了你的视频才过来的。”暨南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运动医学中心医生李劼若说，让

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位患者因为痛风导致

膝关节肿痛，要做痛风清理，这位患者是在

看了他两年前发的手术视频后，从内蒙古

自治区不远数千公里到广州看诊。

“我要把这个视频转发到亲友群里。”

在看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急

诊科医生魏兵的健康知识辟谣视频后，很

多粉丝留言道。

临床实践是医生做科普视频最主要的

选题来源。20多年的急诊从业经验让魏

兵积累了丰富素材，用他的话说是“讲故事

多少天都不够”。“在急诊科工作能看到各

种各样的疾病，觉得有必要提醒大家的就

会记下来，也会看看热搜，讲讲时下关心的

健康问题。”

寓教于乐
让人看得懂、记得住

医生讲出来的话，患者听不懂；患者想

要问清楚的，医生有时说不出来……在看

诊时，交流不顺畅是医患双方常遇到的尴

尬。而医疗科普短视频的大量出现，正在

打破这层壁垒。

强大的专业能力、丰富的从业经验、严

谨负责的态度，是医疗科普能够保证科学性

的基础。站在患者的角度思考，以尽可能通

俗浅显、为大众所理解的方式呈现，是医疗

健康知识能够实现普及的必然要求。从这

一点来看，医生要做的正是“寓教于乐”。

“人们愿意看、能看懂的，才能传播。”

宋欣说，她也时常思考如果是完全不了解

的领域，看到什么样的内容才感兴趣？答

案是干货、浅显、接地气，不要像论文。

“黄金3秒钟”原则放在医疗健康科普

短视频上同样适用。李劼若认为，这要求

科普内容必须有较高含金量，在尽量短的

时间内把问题说清楚。为此，他会在拍摄

前先写好文案，想好简明的标题，有时候会

用比喻深入浅出地解释某个知识点。

不同于急诊工作时的紧张沉重，魏兵在

视频中一口“京腔”。“刚开始录视频的时候

也紧张，不自然，朋友说和我平时的状态不

一样。”魏兵说，自己喜欢看相声、爱聊天，后

来录制视频时索性不看词、不读稿，一边聊

天一边全程录制，说的都是非专业人士也能

听懂的大白话。“听得懂是最重要的，科普要

是啥也没听懂、没记住，岂不是白费？”

健康科普
能给多方带来正向反馈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指

出，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总体仍比较

低。城乡居民关于预防疾病、早期发现等

维护健康的知识和技能比较缺乏，不健康

的生活行为方式比较普遍。健康知识普及

行动是健康中国行动的十五项重大行动之

首，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

的理念转变，也激发了人们对医疗健康科

普的更多需求。

近年来，各大短视频平台制定了多项

具有针对性的创作者扶持计划，鼓励医生

发布与专业方向符合、能给用户健康生活

带来实际帮助，且易于普通大众理解的原

创医学科普内容。

“看过相关视频的患者对自身疾病有

一定了解后，描述症状时会更加清晰，对医

生的信任度和配合度也会更高。”宋欣说，

这有助于医患合力战胜疾病。

医生们坦言，医疗健康科普也给他们

带来了正向反馈，在进行科普的同时，他们

自己掌握的医疗知识更牢固、更全面了，让

跟着学的住院医师对疾病学懂弄通，能更

快上手。

“轻松也好，严肃也罢，让人们从视频中

学到实用的知识，健康生活，可能是所有医

生做科普的初衷。”魏兵说，正是这个初衷，

让医疗健康科普百花齐放又万变不离其

宗。“我不希望成为‘网红’，而是希望看了我

的视频后，进入急诊室的人更少一些。”

不过，互联网上难免有“杂音”。在医

疗健康科普视频中，欠缺理性的攻击偶有

出现，更有甚者，受经济利益驱使，假冒医

生身份发布的健康谣言也不少。这一方面

考验着医生的专业素养和良好心态；另一

方面也在呼唤更加科学合理的审核机制和

更加严格的监管机制。

——南方多地奋力迎战低温雨雪冰冻天气

医生跨界当主播：讲知识还是要流量？

2月3日，在湖北宜昌长阳县火烧坪乡，国网宜昌供电公司工作人员

在巡查覆冰线路。

新华社发 吕清元 摄

2月5日，在位于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境内的S230桃江段，桃江县

公路局工作人员调用除冰车铲除道路上的冰雪（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新华社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5日，南方多地继续维持较强雨雪天气，部分地区有大雪或暴雪。低温、寒风、降雪、冻雨叠加，给
正值春运高峰的南方多地交通出行、电力供应、能源供给、民生保障带来极大挑战。

各地如何努力维持居民用电需求？如何化解交通拥堵？如何为受困受灾等群众提供帮助？记者深入湖南、湖北、重
庆等地开展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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