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手术室里，他们是
与死神赛跑、拼尽全力救死扶

伤的白衣天使；在病房里，他们是
向病人嘘寒问暖的贴心大哥哥大姐姐，

也是为年轻学生言传身教、指点迷津的导
师；在屏幕上，他们又化身成能说会道的视
频主播，将艰涩难懂的医学知识转化成通俗
易懂的话语，为大众传递健康资讯……医生往
往是“多面手”，在工作和生活中扮演着多个角
色。

今年，羊城晚报联合东莞市卫生健康局
举办东莞市首届健康科普大赛，优秀作品
强势集结，有“言值”的科普达人火力全
开。近日，这些医护人员接受采访，
与读者分享科普故事，彰显东莞

医务人员的精神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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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东莞市将继续按照去
年做法，每个学生可结合实际
填报不超过 3 所的民办学校志
愿，根据派位学校的招生计划
数、学生的志愿顺序通过电脑
派位的方式随机录取。陈委提
醒，梯度志愿要遵循“一冲二稳
三保”原则。理论上来说，同一
水平的学校大概率会在同一个
志愿位置完成学位分配，如果
在两个志愿位置填入同一梯度
的学校，那么位于较后志愿位
置的学校很有可能白填了。在
认知中较为优秀的民办学校尽
量只填在第一志愿。而成绩中
等或中等偏上的学生，尽量填
报外招人数较多的学校，外招
人数太少的学校谨慎填报。建
议选择非顶尖的优质学校，第
一志愿的摇号中签率可能会提
高，另外摇中之后在分班考中
不用面临太过激烈的竞争，进
入重点班的概率会更大。

“家长们可以根据这所学
校 的 中 考 成 绩 ( 超 全 市 平 均
分)、自带热度和对外招生人数
等重要因素来判断这所学校的

摇中概率。”陈委解释道，譬如，
某个学生填报东华生态园校区
为第一志愿，东华东城校区为
第二志愿，按 2022 年的数据，
东华东城校区第一志愿报名人
数为 4958 人，而摇号名额只有
169 个 ，所 以 中 签 概 率 约 为
3.41%，而第二志愿报名人数为
3799 人，这个第二志愿报名的
学生就不可能有机会摇中东华
东城校区。

非户籍生如何选择保底学
校呢？陈委建议，家长可以选
择对外招生人数多的学校或所
在镇街的非热门民办学校，中
签 率 相 对 较 高 ，适 合 作 为 保
底。此外，家长还可优先填报
一些有高中部的学校，由于中
考时非户籍生想进入公办高中
的难度比较大，因此对于不打
算在初中阶段把户口迁到东莞
的学生，建议在小升初阶段就
要做好初升高的升学路径规
划。如果非户籍生在初中阶段
成绩优异，则有机会直升本校
高中部，很大程度上免去初升
高的择校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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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湖未来学校日前举办
首届创造节开放日活动，吸引
了两万多人提前线上预约，受
场地接待条件所限，3000多人
次受邀探校。同时，学校通过
线上直播等方式满足更多学生
和家长的探校需求。

当天，学校给每一位参观
者准备了“打卡地图”和若干
项目，每完成一个项目就打卡
一次，完成五次打卡可获得神
秘奖品一份。现场由学生组成
的乐团，表演活力四射，引得
参观者纷纷驻足围观，掌声不
断。在科创中心，参观者体验
机器车等科创项目，感受到科
学的妙趣无穷，激发孩子们的
好奇心和探究欲。在未来秀
场，学生们将书签、抱枕、拼
图、立牌、诗集等文创作品进
行义卖，不少作品清售一空。
在文化资源中心一楼的创意展
区，展示每个学科组设计的创
意海报、教师风采、学科优秀
成果等。在大剧场里，麒麟
舞、双手洪拳和木鱼歌等莞邑
非遗项目轮番上演。在未来

“科技智造”嘉年华项目，与学
校有合作的企业代表带来了智
趣结合的体验项目。

整个活动让到场的学生和
家长惊喜连连。一位学生说：

“我最喜欢 VR 体验区，可以
用VR看到各种海洋生物和淡
水动物，还能看到国宝展览，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一
位家长坦言，未来学校充满科
技感、未来感，是一所很棒的
学校，期待孩子将来能到这里
读书。

据悉，东莞松山湖未来学
校以“培养心怀家国、融通世
界、引领未来的创新人才”为
育人目标，构建了创未来课程
体系，从“创新”“创作”“创业”
（简称“三创”）三个系列课程，
聚焦培养学生的“品质生活
力”“创新学习力”“未来创造
力”。学校首届创造节以“三
创”为课程理念整体设计，提
出“人人有创新，个个有创作”
口号，实施了九大类64项活动
课程，开放日活动正是创造节
系列课程成果的一次对外展示
交流。 （邓窕玲）

松山湖未来学校举办
首届创造节开放日活动

作为东莞爱尔眼科医院
院长、主任医师，从事眼科临
床工作 30 余年的刘斐，见过
太多双眼睛，也看过太多眼
睛里曾蕴有的希望。他因此
意识到，对于近 2000 万视障
人群来说，光明并不是一件
理所当然的事。

谈及医生讲科普的意义，
刘斐举了一个例子。三年
前，一个同学带患有白内障
的母亲找刘斐就诊，他建议
尽早手术，同学因被“白内障
熟了再手术”的错误观念误
导而拒绝，后来其母亲因眼
疾不慎跌倒导致全身并发症

不幸病逝。据悉，约 2%的白
内障患者在诊断白内障后90
天内至少发生一次跌倒，不
及时治疗的白内障是导致老
年人跌倒骨折的高危因素。

这件事对于刘斐的触动
极大，在他看来，我国白内障
手术率偏低，眼科医生人数
少，眼科技术发展与民众认
知水平失衡，科普任务相对
较重。而门诊常遇到患者有

“孩子近视戴眼镜之后会越
戴越深”“老人得白内障滴眼
药水就能好”等错误认知，也
耗费了医生大量的时间和精
力。

若患者在就诊时具备一
定的眼科知识，便可在有限
的医疗资源下，大大提高诊
疗效率。因此，刘斐在公益
活动、科普宣传上开展了大
量工作，经常通过讲座与广
大医生线上作分享。同时，
医院的科普专栏《有医说 E》
介绍眼疾病预防、常见眼病
护理和治疗原理等，让受众
自 发 关 注 并 保 护 好 眼 睛 。

“一直以来，医院重视眼病
前期因素干预，注重医防协
同、急慢分治，提供覆盖全
生命期的眼健康服务。”刘
斐说。

肛肠疾病是很普遍的，小到肛门瘙
痒，大到肛瘘，还有“只闻其名不见其
面”的痔疮。不过很多人“谈肛色变”，
认为很难为情，或者觉得没有什么大
事，常常置之不理。没有及时就诊治
疗，病情就易加重。每每看到这样的情
况，何志威就忍不住想给大家“说道说
道”。作为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普外
科副主任医师，何志威对胃肠外科及肛
肠外科危重症及疑难疾病的诊治具有丰
富的临床经验。

从医20年来，何志威在努力提高诊
疗水平的同时，还把不少精力投入到健
康科普中，笑称自己为“护菊使者”。每
年，何志威就进社区、学校、企业等，开
展各种形式的健康宣讲及义诊活动。为
了让更多人受益，他还在医院短视频栏
目《健康大实话》分享科普内容，把复杂
难懂的医学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融
入老百姓的日常话题中。

科普也是得讲究方法的，如何让专
业的医学知识深入人心，何志威颇有心
得，他最擅长的就是举例子、打比方，找
一些典型病人作为案例。“先讲故事，再
讲故事为什么会发生，剖析疾病的原因，
这样大家会比较能理解。”何志威说，按
照这样的方法，于是就有了《蹲坑可以不
带纸，但不能不带手机！有“痔”青年了
解一下》等科普内容，他用平实的语言、
丰富的案例向大众深入浅出地科普肛肠
疾病的预防以及治疗方法。

何志威说，其实医生与患者的出发
点都是对抗疾病，医生以专业的语言去
告诉患者,而患者则希望医生可以用生
活化、通俗易懂的形式告知，让他们也能
了解有关疾病的发展进程。“科普就是一
种较好的沟通方式，它搭起了一座专家
与普通人、医生与患者之间的桥梁。医
生运用科普的语言，与民众形成良好互
动，让患者信任、理解治疗方式和过程，
患者能更好地配合医生的治疗思路，增
加依从性，从而取得更好的疗效，也使得
各种矛盾消于无形。”何志威说。

作为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
神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心理科兼
东莞市知音莞家心理关爱热线副
主任，谢志桦从事精神科临床工
作 14 年，与他打交道的大都是

“倾诉者”。谢志桦就像心灵修复
师，引导这些受伤的心“找到回家
的路”。

参加工作以来，谢志桦一直
致力于科普工作，以帮助更多的
人走出精神泥潭。平时在门诊和
病房里，他一有机会就给病人及
家属讲解医学知识，根据患者的
不同情况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不
仅如此，早在 2015 年，他还通过
录制科普视频、发布系列科普推
文等方式，借助媒体平台的传播
力，普及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

擅长线上线下做科普，用生
动形象的方式跟患者“唠嗑”，让
谢志桦收获了不少粉丝。有双相
情感障碍的患者经他治疗、鼓励
康复出院后，顺利恋爱结婚，患者
家属还给他和同事们送来喜糖。

“我做科普的初衷是让每一个家
庭有一个知晓精神心理健康的
人，通过科普工作，我也收获了不

少感动。”谢
志桦坦言。

“很多人
都说，心理医
生有读心术，
其实他们拥
有的是科学
的方法。”谢志桦说，这种科学的
方式在心理援助和危机干预中显
得尤为重要。2021年，东莞市知
音莞家心理关爱热线正式启用，
为市民免费提供 24 小时心理咨
询服务，开展情绪疏导或干预处
置。随后，谢志桦便跟团队开始
了专业的精神卫生知识科普之
路。“我着力于加强热线队伍建
设，通过举办系列心理服务技巧
培训、心理危机干预培训班，使热
线助力更加科学规范地做好危机
对象心理健康筛查与疏导工作。”
谢志桦说。

令谢志桦触动最深的，也是

在一次次危机干预中遇到的人与
事，以及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逐渐
重视与认可。曾有一名来电者，
因债务问题想不开，打来电话时，
竟然把诊治时所开的药物全部吞
服。热线员得知后心中一紧，一
边通过倾听、安抚对方，一边向东
莞市公安指挥中心报警。最终，
民警成功救下当事人。

“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关系到
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我真心希
望以我的微薄之力，向大众传递
着精神心理健康的理念与价值，
让心理治疗被更多的人接受。”谢
志桦讲说。

如何让专业医学知识通俗易懂？

东莞健康科普达人道心声

文/姚梓婷 图/受访者提供

东莞市第七人民医院谢志桦：

让心理治疗
被更多人接受

暨南大学附属东莞爱尔眼科医院刘斐：

眼健康知识科普任重道远

东莞市松山湖中心
医院何志威：

让患者不再
“谈肛色变”

义务教育学校志愿怎么填报？
东莞教育行业资深从业者支招

东莞 2023
年义务教育招
生政策日前公
布，继续实行公
办、民办学校同
步招生和网上
报名。根据目
前各镇街（园
区）报送的数据
统计，今年东莞
市义务教育公
办、民办学校起
始年级学位供
给能满足全市
适龄儿童少年
入学需求。针
对家长们关心
的报名、填报志
愿等问题，笔者
采访东莞教育
行业资深从业
人士、升学政策
研究者陈委老
师，为大家支
招。

文/图 邓窕玲 根据今年的招生政策，网上
报名时间为 5月 16日至 22日，6
月 4日至 12日填报志愿，网上报
名信息审核通过的学生可填报志
愿。而民办学校招生，初定在 7
月5日左右进行电脑派位。

所有东莞本市户籍和非本市
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小学一年
级或初中一年级学位，非户籍适
龄儿童少年申请积分制入学学
位，均须在规定时间内通过电脑
（ 网 址 https://zs.dg.cn）或 手 机

【“东莞慧教育”微信公众号（订
阅号）、“东莞市教育局”微信公
众号（服务号）】等登录招生平台
进行入学报名。

陈委表示，与去年相比，今年
东莞义务教育招生政策进行了多
方面优化，其中提高民办学位补贴
标准、优化积分方式仅用于申请公
办学校；优化双胞胎同校入学的调
剂方式；还首次提到长幼同校问
题，解决多孩家庭接送的实际困
难，“这是非常人性化的政策”。

在填报志愿前应做好哪些攻
略？陈委表示，家长首先要做好
孩子自身情况的调查，包括孩子
的户籍情况、成绩、性格等，这样
能够帮助家长对东莞学校进行
筛选，选出比较适合孩子的学
校。接着，家长要做好对学校的
调查，收集学校信息，特别是将
各学校整体对外招生人数、录取
分数及校风特性进行对比，选出
一些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最后
作出相应的选择。

“户籍生还是非户籍生是看

孩子的户籍，与父母的户籍无
关。”陈委提醒，孩子是东莞户
籍，则是户籍生；孩子不是东莞
户籍，则是非户籍生。针对非户
籍生，需要关注父母的户籍，针
对父母的户籍不同，教育局规定
了网络填报所需要的不同材料，
需要各位家长自行查看。

学生选择了直升后还能选报
其他学校吗？陈委表示，虽然是学
生自愿报读对口学校的初中，但是
如果报名直升人数大于学校招生
人数，则由电脑派位确定录取结

果；如果报名直升人数小于或等于
学校招生人数，则全部录取。但是
确定直升后，不能再报名参加其他
民办学校的摇号，但可以报名其他
类别的学位，比如户籍生确定直升
后还可以报名户籍地公办学校、优
待政策学位；非户籍生确定直升后
还可以报名积分制入学和优待政
策学位。若有公办学校和民办学
校两张“门票”，家长只能选择其中
1所有录取结果的学校注册缴费，
逾期未注册缴费的申请人视为自
动放弃录取资格。

“在选择志愿类别时，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
求进行相应的选择和填写。”
陈委说，就户籍生而言，户籍
所在地的公办学校选项为“必
选项”，即使心仪的民办学校
没有摇中，也有对应镇区的公
办学校可以就读。其次，优待
政策选项，若有资格就可以打
钩填写相应的内容，若入选则
有一个公办学校可以选择 ( 并
非一定是户籍所在地的公办学
校 ，要 看 优 待 学 位 所 生 效 的 镇

区 )。此外，民办学校选项，第
一志愿为必填，第二和第三志
愿为选填。

就非户籍生而言，应注意三
个方面。一是积分入学选项，符
合积分入学资格的学生家长可
根据镇街提供的学位情况选择
公办学位或民办学位补贴。由
于民办学位补贴只是一个资格，
要有效领取民办学位补贴，必须
要 入 读 相 应 镇 街 的 民 办 学 校
（如：申请南城街道民办学位补
贴资格，要入读南城街道民办学

校后才能有效领取），故选择了
民办学位补贴的学生，必须在民
办学校志愿栏（3 个志愿）中填报
不少于1所积分申请地的民办学
校，否则系统无法提交志愿。二
是优待政策选项，有资格的就可
以打钩填写相应内容，若入选也
是会有一个公办学校可以选择
(并非一定是户籍所在地的公办
学校，要看优待学位所生效的镇
区)。三是民办学校选项，第一志
愿为必填，第二和第三志愿为选
填。

6月份开始填报志愿

填报志愿前应做好攻略

根据自身情况填报志愿

梯度志愿要“一冲二稳三保”

A

B

C

D
学生在校园内上手工课（资料图）

刘斐在近视手术观摩会上科普近视成因

何志威

谢志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