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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批分阶段推广AED
配置使用

为此，刘宇建议，将 AED 配
置纳入院前医疗急救布局规划，增
加政府财政投入，将 AED 购置、后
续维护、更新以及培训、宣传费用
列入政府财政预算，支持慈善机
构、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完善公
共急救设施。

考虑实际情况，结合我市院前
医疗急救布局规划，可逐步分批分
阶段推广AED配置使用。加大在
学校、企事业单位、火车站、旅游景
区和商业机构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
所的配置力度，激励大型商场、重点
楼宇等区域自行配置，争取实现人员

密集场所至少配置1台。
后 期 维 护 如 何 推 进 ？

在刘宇等委员看来，原则上
应由 AED 设置所在的单位或

所有者履行日常维护和管理职
责，但由于大部分设置单位或所

有者缺乏专业能力，因此可由卫健
部门或者红十字会承担 AED 的维

护及培训、宣传等职责。AED配置后
应加强信息公开，通过相关 App 提示

“AED分布电子地图”，方便获取配置地
点。同时，加强培训，让更多人学会使用
AED及相关心肺复苏知识。

心 源 性 猝
死是心血管疾
病的主要死亡
原因，占心血管
病死亡总数的
50％以上，其救

援时间对患者的存活和预后有着关键
的影响。今年市两会期间，市政协委
员刘宇等提交提案，建言在公共场所
普及自动体外除颤仪，为生命护航。

先院前急救、后公共场所
扩大AED配置范围

据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基本完
善了急救机构AED的配置，入网

的30台救护车均配备AED，医疗
机构急诊科AED平均2台。市卫健

委也将适时推进AED的布局配置，在
争取政府财政投入后，按照先院前急救、

后公共场所的步骤，扩大AED的配置范围。
今年 3 月，市红十字会携手市中心医院

联合成立“幸福家庭 健康株洲”公益联盟，筹
资 30 万元开展“CPR+AED 急救基地进社区”公

益项目，拟采购10-15台AED，安置在人流量大、聚
集性高的公共场所，并由中心医院对安置 AED 周边

地区的人群开展急救知识培训，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纳
入全市120急救网络。

今年，市卫健委联合市红十字会开展为期两天的红
十字救护培训 1000 人次，心肺复苏+AED 培训 500 人
次，应急演练3000人次，健康宣教15000人次。以市妇
女儿童活动中心“红十字‘救’在身边宣传体验室”为常
规培训载体，每周四、周六、周日 3 天开馆，为广大市民
朋友提供专业急救技能体验。

同时，积极推进公众急救第一目击者培训。截至今年7
月，全市发展了第一目击者培训基地（医院）16家，各基地共
培训第一目击者导师274人，开展“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培
训活动400余场，培训“第一目击者”行动志愿者14109人，
公众急救知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市红十字会组织开展相关
培训。 市红十字会供图

心源性猝死院外抢救成功
率不足1%

据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发布
的《中 国 心 血 管 健 康 与 疾 病 报 告
2021》显示，我国心血管病的发病率
和致死率仍高居榜首，心血管病人数
达到 3.3 亿。其中每年有超过 55 万人
逝于心源性猝死。然而，在庞大的心源
性猝死者中，院外抢救成功率不足1%。

面对这些让人揪心的数据，我们该
如何当好“生命守护者”？市政协委员、
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大主任刘
宇介绍，心源性猝死最佳抢救时间和方
式是在发病时最初的3-5分钟进行心肺
复苏术和除颤。每延迟1分钟，其生存率
就下降7%-10%。然而，由于大部分第
一目击者缺乏现场急救知识，很多患者
错过院前黄金救援时间，最终导致悲剧
发生。可以说，抢救猝死病例就是一
场接力赛，若第一目击者没跑好“第一
棒”，后面的努力很大可能就是徒劳。

想要跑好“第一棒”，这就不得
不提到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这个被称作“救命神器”
的设备，是应对心源性猝死的
急救器械，其最大特点是操
作简单、使用者无需具备
专业背景。

公共场所配置AED数量远不能满足
应急需求

此前，国家卫健委印发了《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
颤器配置指南（试行）的通知》，要求各地方需根据院

外心脏骤停发生率、人口数量及密度、辖区面积、公
共场所数量及类别等因素，对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

颤器配置进行科学规划，明确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
要求，包括数量、密度、点位、安装规范等。

这是国家卫健委首次从技术层面明确
AED 规划配置、安装要求。《湖南省现场救
护条例》也明确要求，省内公共场所要配置
自动体外除颤仪(AED)等急救设备。

实际上，不少城市在AED投放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在北京，年底前将实现重点公共场
所 AED 设施全覆盖，一线工作人员急

救知识和技能培训率达到80%，7条地
铁共105站将全部配置AED。

在省会长沙，地铁站、高铁站、汽车站、文化馆等公
共场所都陆续投放了AED。据长沙市红十字会消息，

从2020年开始连续10年，长沙市政府每年安排80
万元用于购置自动体外除颤仪，配置在市内人口聚

集的公共场所，持续提升现场救护能力。
刘宇认为，在公共场所推广普及 AED 设

施，对提高院前急救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我市公共场所

配置 AED 数量
仅为个位数，
远 不 能 满
足应急需
求。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罗欣
让让 够够得着用得好得着用得好政协委员建言在公共场所普及自动体外除颤仪

政协委员建言在公共场所普及自动体外除颤仪

制图/胡兴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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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尽管2023年考研网上报名已经结束，但考
生还需要在10月28日至31日进行网上确认。

在此期间，已经缴费确认的考生可通过
研招网或扫描教育部公布的二维码登录网上
确认系统，按照系统提示上传有关报考资
料。错过确认时间，将失去考试资格。

未通过学籍学历核验的考生分为两种情
况，其中国内学历考生在资料上传时，需提供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或其他权威部门

出具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国外学位或港
澳台学历考生，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
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

网上确认期间，考生要随时关注系统发
送的短信通知。如通知要求考生现场确认审
核，请按照规定时间前往短信通知中规定的
地点现场确认。如需要补充材料，需于10月
31日前提交。

2023年硕士研考网上报名昨日结束

喜：部分高校增加招生计划
忧：报考人数可能再上涨

本报讯（株洲晚
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10 月 25 日晚，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 生 网 上 报 名 结
束。按计划，2023年
考研初试时间将在
2022年12月24日至
25日期间举行，这也
意味着 2023 年考研
者冲刺的号角已经
吹响。记者采访了
解到，今年研究生报
名 情 况 依 然 火 热 。
包括湖南工业大学
在内的多所高校，今
年也扩大了招生计
划。

自 2020 年以来，我国考研人数直线上
升。2020年考研人数341万，2021年增加了
36 万人，达到 377 万人。2022 年更是达到
45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目前，2023年考研
人数还未统计公布，但教育业内人士和报考
者分析认为，加上不少落榜的考生继续报名，
今年报考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2023年研究生考试报名者陈先生就是往
年落榜考生之一。

“今年是连续第四年报考了，没打算、也

不能放弃。”陈先生出生于1981年，目前在我
市一所职业院校工作。他说，当年本科毕业
时，同学们只想着早点工作，极少有人报考研
究生。他说，前两年考试，专业和思想政治理
论都能轻松过关，但是英语分数一直上不
来。为此，近两年他还参加了英语培训班补
习，但感觉仍有差距。

陈先生说，他还有几个朋友都是“高龄”
考生，均已连续作战多年。有的已幸运“上
岸”，所以他还是会一直坚持下去。

“老兵”加“新人”，增加的不只是报考人
数，随之而来的是分数线明显上涨。

比如经济学、教育学、应用心理专硕分数
线一直较高，尤其是 2020 年到 2022 年分数
线更是大幅上涨。以“教育学”为例，其中某
些专业连续两年上涨，幅度都在 10 分左右。
文学类专硕的分数线更是高达 367 分，稳居
国家线总分第一。而一些经济学、艺术学、金
融、应用统计、生物等专业的国家线总分也均
突破360分。

教育业内人士分析，随着考研人数的不
断上涨，考研的国家线有可能继续上涨。

不过也有好消息。目前不少高校增加了

研究生招生计划。
以湖南工业大学为例，2023 年该校拟招

收全日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400 余人，较去
年计划增加 40 余人。拟招收全日制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800余人，较去年计划增加130
余人（最终招生人数以教育部实际下达的招
生计划为准）。

还有一些西部地区高校，招生计划也有
增加。比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22年计划
招生人数为3829人，2023年计划招生人数增
加到了3901人。虽然扩招幅度不大，但是扩
招的趋势明显。

不少落榜考生再上“战场”

考研分数线持续上涨

考生务必进行网上确认

▲一名考生在自习室里认真复习。 记者/戴凛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通
讯员/何焰）10月24日，天元区钻石贝贝幼儿
园的孩子们与桂花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孩子
们在劳动中收获了香甜的幸福。

连日来，醉人的桂花香气弥漫于整个幼
儿园，孩子们在桂花树下欢呼雀跃，可高兴
了。借助这富有季节性的园本资源，幼儿
园结合劳动教育，组织了一次“桂花节”主题
活动。

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用盘子、伞收集
飘落的桂花，再通过精心筛选，学习酿制桂花
蜜。

剩下的桂花则被孩子们和老师制作成
了桂花汤圆和桂花香包。午后，孩子们品尝
到自己制作的桂花汤圆，沉浸在桂花的香甜
之中。

老师介绍，组织桂花节是幼儿园的传统
节日，充分利用了园本资源，将劳动教育融入
幼儿的生活，使幼儿在生活中主动学习，在学
习中全面发展。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
讯员/曾旖菡）厚植社区未成年人学习数学兴
趣，培养青少年学习数学的积极心态。近日，
天元区凿石小学党支部联合湘湾社区，开展

“幸福邻里情 教育温暖行”数学益智思维游
戏大闯关活动。

本次闯关游戏共设置了三个关卡，包括
“百变插珠”“华容道”“汉诺塔”。闯关的小朋
友需要完成所有关卡挑战，获得不同图案的

奖励贴纸，才可兑换精美的活动奖品。顺利
完成前三关挑战的小朋友还可以挑战加强关

“神奇的火柴”，挑战成功者可获得双倍奖励。
现场，小朋友们都沉浸在数学思考带来

的乐趣里，思维的火花不断碰撞，出现了各种
各样的奇思妙想。现场的志愿者也为小朋友
们耐心讲解。孩子们走进了极具趣味的数学
世界，在探索中感受数学的神奇，领略数学的
美妙，体会了动手的快乐和成功的喜悦。

凿石小学：
趣味数学进社区 奇思妙想助成长

10月24日，株洲经开区龙头小学隆重举
行2022年体育节暨校园农耕主题运动会。通
过“巧手剥豆子”“龙娃运南瓜”“田间插秧赛”

“头顶丰收果”“菜地浇水忙”等一系列充满农
味农趣的农耕运动，让孩子们在激烈的角逐
中体验农耕劳作的场景，感受农耕劳作的辛
苦。这也是该校在“双减”背景下将劳动与体
育教育深度融合的一次创新与尝试。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通讯员/胡
奇婷 李雅琪 摄影报道）

浓浓桂花香
童趣洒满园

▲孩子们动手制作桂花香包。
记者/戴凛 摄

体验农耕农趣
享受运动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