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医学专家提醒，
正确的紧急处置不仅可以降低伤害、减
少痛苦，甚至可能转危为安、挽救生命。

烫伤 防感染为先
轻微红肿的轻度烫伤可用冷水反复

冲洗。不要弄破小水泡，在水泡周围涂擦
酒精，然后用干净的纱布包扎。冷水沖泡
能減少灼伤深度，减轻疼痛程度。
烫伤面积较大、较严重者，应尽快脱

去衣裤、鞋袜，但不能强行撕脱，必要时
应将衣物剪开；烫伤后，不能随意涂擦外
用药品，更不能涂抹酱油或油膏，否则容
易感染而发炎。除去衣物后用洁净的毛
巾包裹，然后立即送往医院。

溺水 自救和他救
如果不慎滑落水中，应吸足气，放松

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然后大声呼
救等待救援。听到呼救后，岸上的人可将
救生圈、竹竿、木板、绳索等物抛给溺水
者，再将其拖至岸边。如果直接入水救护
时，要转动溺水者的髋部，使其背向自己
然后拖运。未成年人切莫贸然下水，应大
声呼救。溺水者被救上岸后，应立即实施心肺复
苏。首先清除口腔、鼻咽腔的杂物；再将其舌头拉
出；然后将溺水者的腹部垫高，做“倒水”动作，随
后采取口对口或口对鼻的人工呼吸。

运动伤害 对症再施救
肌肉、关节、韧带等扭伤，不能立即按摩或热

敷，以免加重皮下出血。应当使受伤部位充分休
息，并且冷敷。待 !"小时以后再改用热敷，以消
除肿胀。热敷可加速局部血液循环将乳酸帶走。

如果发生骨折、脱臼，应保持伤者静止，并用
夹板固定受伤部位，如果沒有夹板，可使用硬纸
板、报纸杂志、树枝、木条、门板等代替。开放性骨
折应用干净敷料覆盖伤口，但要注意千万不要在
骨折处施压。 本报记者 金恒

! ! ! !去年暑假，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安全
教育与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等单位发起了
“寻找身边的安全隐患”活动，共发现了两
万多个暑假不安全因素。其中，占第一位的
是交通事故，其他主要隐患依次为火灾、意
外伤害、卫生、溺水、踩踏等。

“野泳”场所极易遇险
今年 #月 $日一天内，黑龙江、山东、

湖南三地竟有 %#名学生溺水身亡，着实令
人痛心。暑假前夕，教育部办公厅发出紧急通
报，要求各地各校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预防学生溺水事故切实做好学生安
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全面排查，有针对
性地做好防止学生溺水的各项工作。

酷热的天气把孩子吸引到清凉的水
边，入夏后，儿童发生溺水事故又将进入高
发期。近年来，发生的溺水事故远不止这几
起，而且溺水者多是年龄稍大的孩子，这些
孩子“天不怕地不怕”，好奇心强，有反叛心
理，做事前欠思考，容易遭遇险情。

! 提示 据统计! 近年来发生的儿童

溺水死亡事件中! 事发地点主要集中在镇

村河道"水库和池塘!而这些地方大都是野

泳的#黑点$% 一些自然河塘无人养鱼!也无

人监管!河岸倾斜度大且较滑!可能不远处

就是深水区!孩子们一旦入水!因不了解水

情!很可能就上不来了&

应当特设“假期保险”
暑假长达两个月，孩子在家独处或结

伴外出玩耍，往往脱离家长和老师监管的
视线，再加上顽皮的天性和较弱的自控能

力，各种不安全因素就会与他们“如影随
形”。那么，能否为未成年人的暑假生活设
立必要的人身伤害保险呢？记者采访发现，
这在目前仍处于一个空白。

从现在的实际操作来看，中小学生会
有集体投保的校园意外险。但由于暑假期
间他们身处校园之外，校园意外险就不再
提供保障，因此，家长应及时为孩子购买商
业意外险，以抵御孩子假期期间在校园外
遭遇的意外风险。但在事实上，目前家长为
子女购买人身商业险的比例并不高。而且，
暑期保险虽说可能的投保量比较大，但由
于是个短期险种，保险公司也基本没什么
大的兴趣，人身意外伤害最少也要一年起
售，没有只保一两个月的。

! 提示 暑假人身伤害涉及交通'疾

病"旅游"意外损伤等各个方面!往往又是

与参加相关活动时的(强制保险$密切关联

的& 所以!假如平时已经拥有较为长期的意

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则不需要再购买单

独覆盖假期风险的保险) 如果平时缺乏这

方面的保障! 则可以选择保险期限相对灵

活的意外伤害保险&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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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时间，既是身心的放松期，也是意外伤害高发时段———

暑假，谁来为孩子“强制保险”？

惬意的暑假生活即将开始。
然而，每年的暑假又是未成年人
安全事故的多发时段。花季殒命
抢地呼天。如何防微杜渐做好中
小学生的假期安全教育与保护
工作，亟待社会、学校、家庭的共
同认真对待。作为青少年自身来
说，了解安全防护措施、懂得紧
急自救常识、避免意外伤害，也
是假期里的一门必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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