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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天元区天台路 266 号原大中
华酒店1至7层，建筑面积6974.45平米，
租期“8+4”年。报名截止时间为2022年
12 月 15 日。详情见权易汇交易服务平
台（http://369qyh.com）招商代理机构：
北京九汇华纳产权经纪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文坡18511553021

株洲邮政房屋招租

给孩子用退烧药
听听专家怎么建议

当前，本土疫情多点散发，同时，秋冬季是儿童
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如果儿童出现发烧、咳嗽
等症状应该怎么做？用药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专家进行解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
荃说，绝大多数病原体引起的呼吸道感染，以发热咳
嗽为主要表现，一般情况下热程大概持续2至3天左
右，病程大概是3至5天。

如果孩子发烧，但是精神状态还可以，尤其是当
体温下来之后，就和平时状态一样好，这时候不必着
急去医院，可以在家进行对症处理，也可以通过互联
网诊疗、社区医院等其他途径，得到一些专业的指
导。孩子发热可以给予对症的治疗，家里可以常备
一些退烧药，比如常见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如
果是 6 个月以上的孩子，可以二者择其一；如果是 6
个月以下的孩子，只能选择对乙酰氨基酚；2个月以
下的孩子不能服用退烧药。

王荃说，3个月以下的婴儿一旦出现发烧症状，
应尽早到医院就诊。此外，任何年龄段的孩子，如果
发热超过 3 天，或持续高热，或精神状态差，或出现
呼吸增快甚至呼吸困难、频繁呕吐、腹泻、脱水等情
况，都建议家长立即带孩子去医院就诊。

王荃表示，不建议家长交替使用两种退烧药，更不
能同时使用。交替使用并不会实现更好的退热效果，
同时使用则可能增加孩子肝肾负担，造成脏器的损害。

“无论是新冠病毒还是流感等，中医对其认识都
是外感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
清泉说，在中成药的选择上，如果孩子体温不超过
38.5摄氏度，目前在冬春季一般以风热病因为主，可
以选择治疗风热感冒或者有辛凉解表功效的中药。

“中药的退烧效果不会那么快，千万不能吃完一
种中药，一两个小时没退烧，再吃第二种、第三种中
药。如果高热超过 38.5 摄氏度，仍应该使用西药退
烧药，中西医联合治疗的疗效会更好，退热快不易反
复。”刘清泉说。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遵照江泽民同
志及其亲属的意愿，敬爱的江泽民同志的骨灰
11日在长江入海口撒入大海。

受党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蔡奇等领导同志和江泽民同志的夫
人王冶坪等亲属护送骨灰撒放，以最崇敬、最
庄严的方式，表达对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
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
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
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江泽民同志的深切哀思和
无限缅怀。

江泽民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生前
留下意愿，自己的骨灰撒在长江和大海。江泽民
同志把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今天上午，江泽民同志生前长期工作的中
南海下半旗志哀。来福堂里，白色的幕布上，悬
挂着江泽民同志的彩色遗像。遗像下方，摆放
着江泽民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鲜红的中
国共产党党旗。江泽民同志的夫人王冶坪率全
家敬献的花篮摆放在江泽民同志的骨灰盒前，
两侧摆放着其他亲属和有关方面敬献的花圈。

上午 8 时 10 分，蔡奇和治丧委员会办公室

领导同志，同江泽民同志亲属，来到这里肃立，
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和深切的缅怀之情，向江
泽民同志遗像三鞠躬。随后，江泽民同志的亲
属捧着遗像、骨灰盒和花圈，缓步走出来福堂。

灵车缓缓驶出中南海，在中南海工作的干
部职工纷纷来到道路两旁，胸佩白花、神情凝
重，为江泽民同志送别。

灵车缓缓驶入西郊机场。松柏静立，远山
静默。空军官兵列队脱帽，目送载护江泽民同
志骨灰的专机起飞。专机盘旋着，在首都北京
上空缓缓绕飞一周，告别这一江泽民同志为党
和国家事业倾尽心血的地方。

上午 11 时 5 分，载护江泽民同志骨灰的专
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随后，骨灰由灵车载护
前往吴淞军港码头。

吴淞军港码头，国旗半垂，庄严肃穆。黑底
白字横幅上写着：“江泽民同志永垂不朽”“江泽
民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海军官兵整齐列
队，脱帽致礼。江泽民同志的亲属捧护着骨灰
走下灵车，将骨灰安放在灵桌上。低回的哀乐
声中，送别的人们神情凝重，列队肃立，深深鞠
躬，向江泽民同志作最后的告别。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扬州舰伏波静卧，舰
上官兵分区列队、肃立舷边。扬州是江泽民同
志的故乡。今天，这艘以扬州命名的军舰，以最

高礼仪送别这位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的
卓越领导人。江泽民同志的亲属捧护着骨灰登
上扬州舰。海军笛吹响，仪仗队持枪肃立，行注
目礼。当扬州舰起航时，军港内所有舰船汽笛
长鸣，响彻云霄。

扬州舰驶入奔涌的长江，驶向浩瀚的大
海。军舰徐徐航行，告别上海这片江泽民同志
经历青春岁月，长期工作、奋斗、奉献的土地。

中午12时35分，扬州舰抵达长江入海口水
域。在军舰甲板上，送别的人们，肃立默哀。水
天肃穆，波翻浪涌。蔡奇和江泽民同志的夫人
王冶坪等亲属，眼含热泪，强忍悲痛，将江泽民
同志的骨灰和缤纷的花瓣一起缓缓撒向无垠的
江海。

滚滚长江东去，汇入辽阔大海。中华大地
万里河山，见证一位伟大人物光辉和战斗的世
纪人生，长存一名卓越领导人鞠躬尽瘁、奋斗终
身的浩气忠魂。

滚滚长江东去，汇入辽阔大海。今天，巍然
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欣欣向荣、气
象万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浩浩荡荡，
先辈回眸应笑慰。

滚滚长江东去，汇入辽阔大海。敬爱的江泽
民同志，永别了！江泽民同志的英名、业绩、思
想、风范将永载史册，世世代代铭刻在人民心中。

大江东去与大海同在 浩气长存励复兴之志

江泽民同志骨灰撒入江海

“春节准备回家的人要加强疫苗接种，
就算得了新冠也不会很重”
钟南山院士解答防疫新阶段百姓关切点

春运来了怎么做好个人防护？发热是否要上医院？感染新冠怎么办？日前，钟南山
院士接受新华社独家专访，就群众关心的焦点问题一一解答。

春节春运将来临，该如何防护？

临近春节、春运，不少群众返乡过年。
在人群密集的路途中、走亲访友时，如何做
好个人防护？

钟南山认为，当务之急是加速新冠疫
苗加强针接种。他说，我国已有大量人群
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免疫接种是防疫新
阶段最好的保护办法。

“2023年春节还采用就地过年办法的
可能性很小，但仍然要加强准备工作。我
建议准备回家的人要加强疫苗接种，就算

得了新冠也不会很重。”钟南山说。
“打了加强针以后，一般两周就起效

了。这样对春节春运期间百姓回家大量人
群迁移时，防止大规模传播有很大的好
处。在全国加强疫苗接种刻不容缓。”钟南
山建议，特别是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
群，接种了疫苗更让人放心。“如果已经接
种了两针灭活疫苗，需要再加上另外一针
作为加强。”

感觉发热了怎么办？

“发热是奥密克戎或者是新冠的一个
重要的表现，但此时也处于冬季流感高发
期，有时候发热要注意是否患有流感。有
少数人可能是双重感染。”钟南山表示。

钟南山说，发热的患者一般要注意第
一天和第二天，如果一两天还没有退烧，可
以在家做新冠抗原检测，如果是阴性，还可

以等一等。如果新冠抗原阳性，但又没有
什么其他感觉，也先不需要去医院，居家就
行。“要看持续的情况和自己的感觉，奥密
克戎的发热一般是2到3天，很少持续，流
感也是这样。如果持续时间较长，应该去
医院做进一步检查。”钟南山说。

假如感染新冠，需要去医院吗？

钟南山认为，这要根据情况，“如果原
来有比较严重的基础病，又感染了新冠，这
很容易造成基础病的加重。这样的情况要
密切地跟医院和医务人员联系，一旦有什
么变化是要到医院的。”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不需要去医院，可

以在家。在家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钟南山
认为，起码有几条要注意：第一，自己注意戴
N95口罩，尽量减少感染家人。第二，要经常
带着抗原试剂，隔一天、隔两天测试，如果数
天高热不退，就应该去医院检查了。要是没
有症状，过几天呈阴性了，就不用管了。

对复学复课有哪些建议？

“新十条”出台后，不少家长关心孩子
是否能够复学复课。

钟南山建议，从学校和孩子个人防护
来说，要充分鼓励孩子接受全程疫苗接
种，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有了全程疫苗的
接种，复课更安心。此外，可以做抗原检
查，抗原检查是比较准确的。比如复学以

后，一旦有孩子测试发现阳性，可以立刻
回家隔离，周围的孩子再做检测，如果没
有问题，可以继续上课，应该走这条路。

“各省各市各学校都有自己的情况和规
定，对此不能做一概判断，但是应该走这
个方向。”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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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青岛住7天
与沈从文相谈甚欢

1932年9月，巴金到了青岛。沈从文把自己
的宿舍让给了巴金住，自己去学校另外找了个地
方栖身。国立青岛大学分配给沈居住的宿舍，是
距学校不远的今福山路 3 号。巴金在沈的宿舍
仅仅住了一星期。沈从文的学校，离宿舍这里就
10分钟的路，在巴金的印象中，沈有空就来找他，
他们有话就交谈，无话便沉默。

在青岛，巴金过得很愉快，很随便，好像他和
沈从文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沈从文将他那间
屋子让给巴金住，巴金由此可以安静地写文章、
写信，也可以毫无拘束地在樱花林中散步。沈从
文时常去看望他，二人有话就谈，无话便沉默。
巴金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讲话，沈从文便鼓励他，
还给巴金讲了他第一次登台讲课时的情形：课堂
里坐满了学生，他走上讲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
望着他，他红着脸，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只好在黑
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

巴金说：“我在他那里过得很愉快，我随便，
他也随便，好像我们有几十年的交往一样。他的
妹妹在山东大学念书，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出去走
走看看。他对妹妹很友爱，很体贴，我早就听说，
他是自学出身，因此很想在妹妹的教育上多下工
夫，希望她熟悉他自己想知道却并不很了解的一
些知识和事情。”

巴金说：“ 1932年，我来到青岛一个朋友（沈
从文）山上（八关山）的宿舍，在这里创作了《爱》
和为《砂丁》写了序。”

《砂丁》是巴金的一部重要的中篇小说。巴
金根据听来的关于云南个旧锡矿矿工生活的故
事写了这部作品。“砂丁”，是矿山里没有人身自
由、可以任意打杀的矿工。小说中，年轻的王升
义为了给爱人银姐赎身，以一块银元的代价将自
己卖到“死城”当了“砂丁”。在一次事故中他和
许多工人都死在矿下，而银姐还眼巴巴地盼望着
他归来……

巴金在青岛住了一个星期后，前往北京。临
行前，沈从文把他在北京的两位朋友介绍给巴金。

（摘编自青报网）

“两学一做”即“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
话，做合格党员”，是党为进一步加强党的作
风建设，推动党内教育向广大党员拓展、向
经常性教育延伸，而进行的一次党内广泛的
集中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面向全体党
员，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教育引导党
员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政治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
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
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

勇于担当作为，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
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经过一年多的学习
教育，广大党员接受了一次经历了一次严格
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教育，得到了全社
会的一致肯定。2017年2月21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决
定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一项全党必
须长期坚持的活动。

（摘编自《百年党史关键词》）

文史杂谈

“鞋”的历史履迹

青田石雕《江山多娇》

青田石雕是以青田石为雕刻材料。青田
石，在地质学上称为“叶蜡石”，是一种耐高温
的矿物。青田石色彩丰富、光泽秀润，质地细
腻，软硬适中，可雕性极强。用青田石雕制的
作品五彩缤纷、玲珑剔透、晶莹如玉，别具艺术
效果。这件《江山多娇》采用巧色雕刻，双面雕
刻了中国传统图案——山石与松树，傲然挺立
的松树素雅高洁，与山石交相辉映，刻工精美、
栩栩如生，描绘了江山如画之景。作品的色彩
淡雅深沉，显得稳重而内敛。 （本报综合）

“两学一做”

鞋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也是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我国
古代的鞋衍生出各种样式，承载了
多样功能，方寸之履蕴含了丰富的
文化知识，反映出我国古代科技和
工艺制造在不同时代的发展进步。

远古时期的“屝履”

在远古茹毛饮血时代，原始人生存艰
难，在狩猎和采集活动中赤身光脚，没有鞋
的概念。从旧石器时代起，我国先民学会
了用工具把打到的野兽兽皮剥下，披在身
上遮寒保暖，包裹在脚上用以护脚，这就产
生了最原始的皮鞋。大约在 5000 多年前的
仰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用兽皮缝制的原始
的鞋。

随着人类不断进步，先民学会了用更广
泛的材料做鞋，他们采集植物叶茎，用简单
的工具编织成草鞋。相传，草鞋是由黄帝的
臣子于则所创造，战国文献《世本》记载，“于
则作屝履。草曰屝，麻曰履”。说明古代草
鞋最早的名字叫“屝履”，原料是草、麻等。
在已出土的氏族社会时期的彩陶中，可以见
到最早的鞋的形象，式样颇为简陋。

商周时期的“屦”

商周时期，随着丝织物原料的出现，开
始有了用纺织品做成的鞋。鞋被分为皮质、
草质和布质的不同用料，不论以何种材料制
成,都统称为“屦”（jù）。在《诗经魏风》里，
有“纠纠葛屦，以屦霜”的诗句。意为用葛麻
做成鞋子，穿着可以踩踏霜地。“屦”，就是一
种用麻、葛编成的鞋。

在周代，有一种专门的职位称为“屦
人”。《周礼·天官》说：“屦人掌王及王后之服
屦。”屦人就是专门为王室掌管服饰和鞋的
人。商周时屦的式样和做工已经比较考究
了，出现了色彩斑斓的缎面鞋。由于商周是

“礼制”社会，所以鞋子也分了等级，用材、施
色、图案有了严格的制度，有的贵族甚至在
屦上装饰美玉。

战国以后，我们已经开始种植棉花，“屦”
逐渐被“履”所替代，成了鞋子的通称。履一
般都是棉布和丝织品做成。《韩非子·外储说
左上》记载了一个著名的“郑人买履”的寓言
故事，说明当时已有了专门卖“履”的商铺。

赵国赵武灵王为了适应战争需要，主张
胡服骑射，引进西北地区游牧胡人的穿戴：
短衣、长裤和革靴，使得长筒皮靴在中原地
区流行开来。

汉代履以原料质地取名，以丝和锦制作
的履称“丝履”或“锦履”，是当时的高档鞋
履。汉履根据履头的差异可分为圆头、方
头、歧头和笏头（鞋尖上勾）等样式，特征是
形体宽大，在多地的出土文物中可以找到实
物证据。

隋唐以后的“鞋”

隋唐时期是中国鞋服文化发展的高峰，
鞋这个称呼开始出现。这一时期鞋履制作
技艺已很精湛，样式也更加丰富多彩，不仅
有皮鞋、草鞋，还有丝绸鞋、木鞋等。先后出
现了高头履、平头履、小头云形履、花形履等
名目繁多的样式，履以锦、麻、丝、绫等布帛
织成，亦有用蒲草类编成的草履。而穿木屐
在当时也相当普遍。木屐是一种两齿木底
鞋，由木板与木屐带结合而成，木板的底面
有两条突起的“齿”，便于雨天泥上行走，也
为防止脚被带刺植物划伤。李白的《梦留天
姥吟留别》中写道：“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

梯”，这里的“谢公屐”就是木屐。
宋元时期基本沿用唐代的鞋，但款式品

种更多了。宋代普遍流行皮制的皮鞋，男性
多穿小头皮鞋，女性多为圆头、平头或翘头，
上面也饰各式花鸟图纹。元朝末年开始出
现鞋头高耸、鞋底扁厚的女式布帛鞋。

明代的鞋以厚实为主，北方多穿菱纹绮
履，江南多着棕麻鞋。清代满族统治时期，
男鞋以尖头鞋为主，夏秋用缎制，冬用建绒，
有厚底薄底之分。清代旗人或宫女的女鞋
最具特色，鞋底为木质高底，形状上宽下圆，
被称为“花盆底鞋”。 （摘编自《科普时报》）

▶唐代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
春图》局部。从图中可以看到唐代马
靴的式样。（网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