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甲流”，病毒遇上人群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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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上午，在母亲节来临之际，广
东省女子监狱举办“春晖绵延，母爱有
言”母亲节主题开放日暨首届法治文化
艺术节开幕式活动，活动现场，久未见
面的家人们深情拥抱，诉说着思念。

建立重新生活的信心

为了这次特殊的会面，服刑人员都
做了精心的准备。活动现场，阿文和狱
友一起表演了舞蹈《妈妈的手》，以此表
达对母亲的感恩与思念。“谢谢妈妈今
天能来看我的演出，我为你画了一幅
画，叫《春夏秋冬》，等我出来以后的春
夏秋冬，我都会陪着妈妈一起度过。”阿
文说。约9年前，未成年的她与社会不
良少年们成了朋友，就此误入歧途。

“当时我还小，交了一些‘坏朋友’，
触犯了法律也不知道。”回想当年，阿文
坦言自己不听妈妈的话，在一些社会朋
友的诱导下，参与违法犯罪行为，最终
自食苦果，锒铛入狱。“入狱后，我才明
白只有家人是为我好，如果以前不叛逆
也不会这样。”

在服刑期间，阿文积极改造，学习
了不少技能，如视频剪辑、舞蹈编排、古
筝演奏等，心态上也大有改变，不仅认
识到自己过去的不当行为，洗心革面，
还建立了重新生活的信心。

“她刚入狱时年纪还小，我很担心
很心疼，现在看到她的变化，我很感动，
感谢民警们的帮助。”现场，阿文的母亲
目光没从女儿身上离开过，泪水也不时
从眼睛里流出。这些年来她没有放弃
女儿，常常来探望女儿并鼓励她在狱中
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令她欣慰的
是，曾经叛逆的女儿经过服刑改造，变
得懂事许多，越来越好。“好好改造，我
们盼你早点回家，回家就会越来越好。”
阿文的母亲拉着她的手，哽咽地说。

向服刑人员讲解法律问题

除了主会场活动外，监狱还在各个
分监区举行了各具特色的分会场活
动。在法律咨询现场，广东省律师协会
女律师工作委员会 5 位女律师采取面
对面、一对一的方式对服刑人员关心的
法律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

据现场一名律师介绍，服刑人员

关心的主要是如何申诉、对自己所犯
罪名的理解、债务纠纷、财产、抚养
权、婚姻、减刑等相关法律问题。“给
服刑人员普及有关法律知识，提供法
律咨询，可以让服刑人员及时了解法
律及社会发展变化，让他们更积极、
踏实改造。”

记者了解到，为了提升改造质量，
广东省女子监狱做了很多实际工作：新
增了可视亲情电话、远程视频会见、“云
家书”电子邮件等通信渠道；公平公正
办理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保
障服刑人员的辩护、申诉、会见通信等
合法权益，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全面实
行狱务公开，推行阳光执法。

广东省女子监狱监狱长罗晖表示，
监狱举办现场开放日，就是为了让社会
公众和服刑人员亲属走进高墙，真实地
了解监狱管理和执法活动，了解服刑人
员的改造生活，增加执法工作的透明
度，增强教育改造社会化、科学化；与此
同时，监狱启动首届法治文化艺术节，
携手社会帮教力量深入开展普法宣传
和法治教育活动，积极探索“谁执法谁
普法”新路径，持续推进执法公正化、树
立法治监狱良好形象。

“我还以为只有我这
样，咳不出来，咽不下
去，都想去洗洗这个脖
子！”

“难过，这两天喉咙
和卡了核桃一样。”

……
近日，话题“全国都

在咽喉炎吗”冲上热搜，
引起不少网友共鸣：原
来不止我这样！不少小
伙伴猜测，或许是病毒
的原因，或许是季节的
原因……为什么会出现
“集体咽炎”？

专家表示，急性咽炎
为上呼吸道感染的一
种，是人体咽部黏膜及
周围组织发生的急性炎
症，常有喉咙干燥发痒、
咽痛等症状，常与流感
有很大的关系。今年
“集体咽炎”的情况与季
节性病毒传播、“五一”
假期人群流动、换季“风
邪猖獗”等原因有关。

很多患者表示，在出现上呼吸道感染
症状之后，经抗原检测“甲流”和“新冠”都
呈阴性，这是怎么回事？

“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因为抗原检测存
在一定的窗口期，在感染初期可能暂时无
法测出；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本就处于易
感染季节，患者的上呼吸道感染了其他类
型的病毒。”陈怀宏表示，无论哪种情况，患
者其实都无须过度紧张。

据了解，上呼吸道感染属于自限性疾

病，通常不会过于严重，患者应及时大量饮
水、注意休息，在加强锻炼的同时避免着
凉。

“如果是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或者老年
人，应多注意精神状态、饮食情况和睡眠质
量，如果出现症状加重的情况要及时就医。”
陈怀宏建议，目前没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的
人群也应注意休息、合理锻炼、增强体质。

“与此同时，健康的心态也很重要。科学、客
观地看待流感，不必恐慌。”

既然每年四、五月份都是上呼吸道感染
高发时节，为何近年患咽炎的人群尤其多？

陈怀宏认为，一方面，今年春夏之交出
现了新冠病毒和甲流病毒混合传播的小高
峰，不少人出现了“二阳”甚至首次感染新

冠的情况，且甲流病毒也仍在传播，感染这
两种病毒并出现上呼吸道症状的概率很
大；另一方面，今年“五一”假期出游人群规
模较大，为各种病毒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因
此更多的群众出现了“咽炎”的情况。

“春夏之交，本就是万物勃勃生机的时
候，细菌和病毒也不例外。”南方医科大学
南方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陈怀宏博士
介绍，在每年四、五月份，气候适宜，病毒活
性较好，利于传播，本就属于病毒性感冒高
发的季节，因此像咽炎这类上呼吸道感染
的情况也会更容易出现。

“在中医看来，四、五月份，春夏之交，
正是‘风邪猖獗’的时候。”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范萍主任医师表示，
咽喉是人体的“门户”，在受风邪侵犯后最
先出现痒、疼痛等不适感。从中医角度来
看，近期“集体咽炎”的人群中有很大一部
分是感受风邪所致。

“喉咙难受”怎么办？专家建议莫恐慌

春夏之交，正是病毒易感季
羊城晚报记者 薛仁政
通讯员 凌伟明 韩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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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担任广东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至今，我
提交了13件建议。”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天河区石牌三骏
企业集团董事长池锦玲提的建议数量并不多，但每件建
议都是在基层调研“跑”出来的，有着扎实的民意基础和
翔实的数据支撑。十多年来，池锦玲提出的建议转化为
促发展惠民生的政策措施。“每推动一项民生问题解决，
我都感到莫大的欣慰和满满的成就感。”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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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能
够当选省人大代表，我感到使
命无上光荣，责任无比重大。”
池锦玲说，刚开始不知道怎么
做一名优秀的人大代表，她决
定从身边人、身边事开始找线
索、提建议。

履职十多年，池锦玲主要是
围绕农业农村方面提建议，如农
转居人员退休养老待遇、农村人
口计划生育、农村集体资产交
易、农村综合体制改革以及农村
集体经济发展等。

如此关注基层发展，与池锦
玲的成长经历有关。“我生在石
牌村、长在石牌村，工作后又服
务石牌村。”池锦玲说，自己主要
是关注“农转居”相关问题。以
她所在的石牌村为例，1997年石
牌村撤村改制组建石牌三骏企
业集团，撤销村委会成立居委
会。

“在广州，这种‘农转居’的
村子有 138 个。在全省，深圳、
珠海、汕头等地也有不少‘农转
居’村子，大家都面临着很多共
性的问题。”池锦玲说，她在调研
中发现，“农改居”参保人员的缴
费额增长幅度大于城镇职工，但
退休金待遇增幅却远低于城镇
职工。“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在
广州、汕头进行调研走访后，连
续两年提交相关建议。”最终，
省、市人社部门吸纳其建议，提
高了“农转居”参保人员的养老
待遇，让他们切实享受到社会发
展的成果。

紧盯民生问题、不断推动
建议落实，这是池锦玲履职的
一大特点。“代表所提的建议既
要有法律依据，又要有政策支
持，还要有群众呼声。”池锦玲
说，当代表要有百折不挠的精
神，抓住一个问题就要一追到
底，推动相关问题的解决。

“我曾两次提交《关于及时
修改〈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的建议》，建议取消超生人员

‘七年以上十四年以下不得享受
农村股份合作制分红及其他集体
福利’的规定。”池锦玲说，但第一
次提出建议时并未得到采纳。

当时，承办单位在代表建
议答复函中也给出了比较详

尽的答复。收到答复的池锦
玲本打算放弃了，但当她再次
听到群众反馈相关问题时，还
是决定继续为民发声。第二
年，在深入走访调研的基础
上，她再次提交修改完善后的
代表建议，并最终推动了相关
问题的解决。

每到周末或者工作日的
晚上，池锦玲会经常出现在石
牌村绿荷社区人大代表联络
站。“我的工作和生活时刻都和
群众联系在一起。”池锦玲说，
人大代表的使命和责任，就是
为民发声，而发声正是源于扎
实的调研、深入的研究，并提出
高质量的建议。

百折不挠促落实

代表履职接地气
推动办理有底气

省人大代表池锦玲：

“从早上六点多起床忙到
现在，也没办法完成这些‘功
课’。”这是池锦玲今年1月16
日深夜发的一条朋友圈。当
天，省人大会议闭幕后，她还赶
回企业处理堆积如山的文件。

如何处理好本职工作和代
表工作？池锦玲有“秘诀”：让
本职工作服务代表工作，让代
表工作促进本职工作。

“比如，我们在筹办传统文
化活动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岭
南传统文化面临着传承后继乏
人等问题。”池锦玲说，结合本
职工作她今年提交了《关于弘
扬岭南文化，助推文化强省建
设的建议》，希望推动岭南文化

走进校园、扎根社区。另一方
面，代表履职工作也不断促进
池锦玲工作能力的提升，让她
也从一名基层工作者成长为村
集体企业的“掌舵人”。

“当选代表十多年，我最深
刻的感受是，代表履职越来越
规范、活动越来越丰富、要求越
来越严格。如今，想做一名优
秀的代表真的不轻松。”池锦玲
说，自己不仅担任省人大代表，
还担任天河区人大常委会委
员，代表履职的工作量很大，但
是这种忙碌让她感到充实。未
来她将坚持为民履职，积极建
言献策，更好地发挥好人大代
表的作用。

代表工作并不轻松

池锦玲 受访者供图

“我只是在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
人。”近日，庄先生在南方医科大学珠江
医院的病床上躺了4个小时，完成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采集次日，这袋“生命
种子”装在专用低温保温箱里，经由广
深港高铁送达香港，将救助一位白血病
患者。

中华骨髓库广东省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是新冠疫情以来内地首
例非冻存造血干细胞境外捐献，标志着
中华骨髓库的境外捐献工作已恢复正
常运作，庄先生成为广东第 1622 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

捐献者：
“朋友都等着我分享捐献经验”

庄先生出生于1989年，来自广东阳
江，是一名汽修工。2017 年，他在第一
次参与无偿献血时，了解到捐献造血干
细胞能够挽救很多患者的生命，当即报
名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
胞志愿捐献者。

今年 3月底，庄先生得知自己与一
名香港患者的配型相合，毫不犹豫地答
应捐献。为了让身体状态更好，他增加
了运动量，每天下班后都去跑步，饭量
也比平时大了些，每天特地多吃点肉，

“感觉身体结实了一点。”这段时间里，
庄先生增重到约58公斤，这是他成年后
体重的峰值。

“不少朋友知道我要捐献造血干细
胞后，都等着我回去分享经验。”庄先生
表示，在他身边有定期献血的朋友，但
还没有捐献过造血干细胞的，他将把这
次经历和朋友们细细分享。

庄先生的捐献决定也得到了家人
和同事的支持。为了此次捐献，他请了
15 天假，需要同事和上司帮忙分担工
作，“他们知道我的请假理由后，都觉得
很值得，还时常问候我的身体情况、给
我打气。”庄先生说。

陪伴者：
“他的态度特别积极”

5月初，庄先生来到广州，开始接受
皮下注射动员剂。在捐献前夜，他本打
算 10 点半就睡觉，但快 12 点才睡着，

“有些紧张，但并不担心。”采集当日凌
晨 4 点 50 分，庄先生起床做了抽血检
查，随后又躺了一个多小时。吃罢早
饭，8点 20 分开始了造血干细胞采集，
他把手机放在枕边，循环播放平时爱听
的歌。

医师王刚负责外周血造血干细胞
采集，当日上午他一直观察着庄先生的
捐献过程，两人不时聊会儿天。王刚介

绍，造血干细胞在4摄氏度恒温保存条
件下最多能保存4天，和冻存的方式相
比，非冻存方式下单个核细胞损失较
少，适用于异体移植采集后短期存储干
细胞。

此次捐献，阳江市红十字会“三献”
工作人员陈德明全程陪着庄先生进行高
分辨配型、体检、捐献等工作，在每一步
都仔细介绍。在他看来，庄先生不仅心
地善良，而且非常乐观。陈德明回忆，在
3月底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他当天便
将这一消息告诉庄先生，“在询问捐献意
愿时，庄先生的态度特别积极。”

陈德明介绍，这是阳江市红十字会
经手的首例造血干细胞境外捐献。面
对更为复杂的手续、更短的时间、更多
的准备工作，阳江市红十字会共有11名
工作人员参与其中，以确保顺利完成捐
献工作。

采集次日下午，庄先生在医院结束
观察后返回阳江。当晚，大家还一起吃
了一顿火锅。陈德明表示，目前庄先生
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回到阳江后还会继
续跟进回访，并定期体检。

广东：
捐献量连续八年居全国第一

中华骨髓库广东省管理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广东省红十字系统自2001
年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在 2006
年 6月完成首例涉外造血干细胞捐献，
至今已向美国、韩国、法国、中国香港等
境外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22例。

这位负责人介绍，在新冠疫情前，
境外捐献是由专人入境来取送新鲜的
造血干细胞。新冠疫情期间，中华骨髓
库参考其他国家骨髓库的做法和经验，
尝试采用冻存造血干细胞后运输的方
式完成跨境捐献，积极联系外交部、海
关及运送公司，只要有一线希望都尽全
力寻找境外捐献解决方案，2020-2022
年完成境外捐献13例。

“近年来，广东省造血干细胞捐献
数量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位负责人表
示，2020-2022年全省实现捐献728例，
占历年累计捐献总数的 47%。其中
2022年捐献造血干细胞290例，创历史
新高，年度捐献量占全国的 16%，连续
八年居全国第一。截至目前，广东省累
计入库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达 13.6
万人，累计捐献总数1622例，库容使用
率1.2%，捐献总数和库容使用率均居全
国第一，为挽救患者生命发挥了积极作
用。

从勇蹈火场到智擒劫匪
快递小哥身上的“侠者微光”朱周胜：

羊城晚报记者 李旭

“出狱后，陪妈妈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广东省女子监狱举行母亲节主题开放日活动

羊城晚报记者 薛江华 通讯员 温海麟

最近为何“全国咽炎”？
专家分析认为可能与病毒易感季节、病毒遇上“五一”人群流动等因素有关

老家江西的朱周胜是广东申通物流有限公司珠海拱北分公司一名快递员，从业十余
载，他不仅敬业爱岗，经手快递以百万件计，保持顾客“零投诉”，还在“不惑之年”数度见义
勇为，用担当与勇气在自己的“第二故乡”珠海书写了一段不平凡的故事。就在不久前，朱
周胜荣获了2023年第一季度“广东好人”称号。

跨越穗港的“生命种子”：

阳江小伙为香港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

羊城晚报记者 高焓 通讯员 裴炀

人人

广广东东

好好

见义勇为守护城市平安

2020年 8月 23日 22时 50分，朱周
胜工作所在的海关大院17栋 405房突
然失火，火势不受控制越来越大，屋内
冒出大量火光和浓烟。“夜间火情危害
大，不及时控制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朱
周胜向记者讲述了参与灭火的过程。

“做快递员之前，我曾经当过保安，受过
相关的培训。”朱周胜果断地让保安先
关闭电闸，并指挥大家一起用力把门撞
开，门被撞开后，朱周胜隔着浓烟，发现
着火点在厨房的夹层里，火势尚可控
制，便提着灭火器往里冲，足足用光了
两瓶灭火器才把明火完全扑灭。从房
屋出来后，朱周胜的双眼被浓烟熏红，
就连嘴里都是黑色的烟尘。

不仅是勇蹈火场，见义勇为的朱周

胜还曾智擒劫匪。2020 年 9 月 28 日
22时左右，一名男子为偿还赌债，携带
刀具窜入香洲区拱北街道一家珠宝
店，在店内抢劫未果，该男子便持刀挟
持一名女店员。朱周胜刚好路过送快
递，见此危急情形，他顺手向隔壁凉茶
店老板借来一根健身用的臂力棒，勇敢
上前与店家一道堵住抢劫的男子，参与
解救女店员。

“当时我距离嫌疑人也就 2 米左
右，外围站了不少群众，但大家最担心
的还是女店员，希望她不会受伤。”说起
当晚发生的事情，朱周胜记忆犹新。一
开始劫匪说什么也不肯放下刀具，朱周
胜担心女店员的安危，又对劫匪好言相
劝。随着周围聚集的群众越来越多，劫
匪迫于压力，移至珠宝店门口将店员一
推，自己夺路而逃。朱周胜赶紧追了过
去，他边追边喊：“抓抢劫犯啊！抓抢劫

犯啊！”由于平常派送快递的关系，朱周
胜脚力较好，一路追逐，劫匪拐入一处巷
子里。朱周胜便守在路口，等到派出所
民警来到现场后，几人合力将劫匪抓获。

爱岗敬业建设第二故乡

小时候就对海滨城市生活特别向
往的朱周胜来珠海已经十多年了，“珠
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安家，孩
子在这里出生、上学，我的事业在这里，
也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珠海”。

最初之所以选择做一名快递员，是
因为朱周胜认为这是一份“服务大众”
的职业。快递行业每天日出而作、日落
而归，但朱周胜反而越来越喜欢上了这
份职业。作为口岸区域和老城区，珠海
拱北片区人流车流密集，很多快递员对
拱北复杂的路况敬而远之。在岗尽职，
朱周胜没有挑剔，尽管要克服的困难很
多，但他从来没有叫过苦喊过累，与工
友一同奋战。十多年来，他热情服务市
民，经手快递以百万件计，一直保持着
客户“零投诉”的纪录，成为快递员中的
标杆。

校园里的“小朋友”，也得到过朱周
胜的“出手”关爱。2021 年 9 月，他加
入珠海市公安局拱北口岸分局志愿警
察大队，穿上志愿服，在骄阳下，在大雨
中，在狂风里，与人民警察一起维护校
园门口的交通秩序，守护校园里学生上
下学的安全。

“再来一次我还是会去救人的，保
护好自己就行了。”朴素的话语，展示着
朱周胜的“侠义心肠”。在广东，类似的
快递员故事还有很多，一群有爱心、有
责任感的人在一起，正用行动担当责
任，用爱心回馈社会。

工作中的朱周胜 受访者供图

完成捐献后的庄先生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