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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中国 广角

12日，国家疾控局发布了《预防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公众佩戴口罩指引（2023
年 4月版）》（以下称《指引》），其中提到，
在感染风险较低的情形或场景、感染风
险得到有效防范的情形或场景、感染风
险较低且佩戴口罩可能对工作生活和学
习造成一定影响的情形或场景可以不佩
戴口罩。

此外，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进入
超市、影剧院、客运场站等人流量较大或
环境密闭、人员密集的区域或场所时，《指
引》建议佩戴口罩。

《指引》重点定位于公众佩戴口罩的
指导，提出应佩戴口罩、建议佩戴口罩、可
不佩戴口罩的分类建议。

应佩戴口罩的情形或场景主要包括：
一是存在疫情传播风险的情形，如公众处
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期间或出现疑似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状时。二是处于感染
风险较高的情形或场景，例如所在环境发
生聚集性疫情时，以及前往医疗机构时。
三是严防疫情输入重点机构的情形或场
景，例如外来人员进入养老机构、社会福
利机构等脆弱人群集中场所时。养老机
构、社会福利机构及托幼机构、学校、校外
培训机构等重点机构的医护、餐饮、保洁、
保安等公共服务人员，在工作期间应全程
佩戴口罩，防范将疫情输入相关重点机
构。

建议佩戴口罩的情形或场景主要有
以下三类：一是进入人流量较大或环境
密闭、人员密集的区域或场所，如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进入超市、影剧院、客运场
站等。二是老年人、慢性基础疾病患者、
孕妇等特殊人群感染后危害较大，前往
室内公共场所时建议佩戴口罩，加强自

我防护。三是人员来源较广、流动性较
强的大型会议或活动，如果参加人员未
开展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健康监测，一
旦有疫情输入易发生聚集性疫情，建议
佩戴口罩。

可不佩戴口罩的情形或场景主要有
以下三类：一是感染风险较低的情形或场
景，例如在露天广场、公园等室外场所，或
人员相对固定的室内场所和会议室。二
是感染风险得到有效防范的情形或场景，
例如举办大型会议或活动，通过对参加人
员开展核酸检测或抗原检测、健康监测
等，能够及时发现潜在的感染者。三是感
染风险较低且佩戴口罩可能对工作、生活
和学习造成一定影响的情形或场景，例
如，3 岁及以下婴幼儿、学校师生在校期
间及正在运动、佩戴口罩可能导致呼吸困
难的人员等。

据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甲
管”期间，国家先后出台五版佩戴口罩

“指引”，为保护公众健康、有效防控疫情
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 1月 8日，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正式实行“乙类乙
管”，防控工作全面转入“保健康、防重
症”阶段，倡导公众继续坚持戴口罩等良
好卫生习惯。经过各方不懈努力，全国
不到 2个月时间实现了疫情防控平稳转
段，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当
前我国新冠疫情总体处于局部零星散发
状态，但全球疫情仍在流行，病毒株还在
不断变异，我国仍存在疫情反弹的风
险。根据我国疫情形势和防控需要，在
前五版佩戴口罩“指引”基础上，组织制
定了《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公众佩戴
口罩指引（2023年 4月版）》，指导公众科
学规范佩戴口罩。 据《新民晚报》

哪些情形或场景可不戴口罩？
国家疾控局发布最新公众佩戴口罩“指引”

从《孤勇者》到“电摇”

这些小学生的社交语言你懂吗

最近，你有
没有发现正在读
小学的孩子总喜
欢做一个奇怪的
动作：双腿下蹲，
手臂前伸，高频
率地做“拉锯式”
的晃动。

也许，你会
以为这是一种新
型舞蹈，或者是
一种体育运动。
对 于 小 学 生 而
言，这是一种社
交语言，他们称
之为“电摇”。这
个并不雅观还不
礼 貌 的 手 势 举
动，在孩子们中
特别火，成为继
《孤勇者》后，在
小学生群体中出
现的又一现象级
行为。

传播速度
越来越快

“刚开始看到班上有学生做这
个动作，还以为是孩子们的新游戏，
只是不太雅观，也没有制止，但后来
不断有学生来跟我说某某‘电摇’
他，自己感到很委屈，很气愤，我这
才意识到‘电摇’已经远远超出我的
想象。”武汉一位小学班主任告诉记
者，这个并不优美，甚至还有些低俗
的动作，正以病毒式传播速度，快速
渗透到小学生群体中。

腿部深蹲，一只手平举横置于
胸前，另一只手做突刺状在其上下
来回穿行，配合下半身快速地跨步
抖动或蹲起——这便是一套完整的

“电摇”动作。
谈及“电摇”，许多家长都有共

鸣。有家长表示，在学校门口，在小
区楼下，甚至在公交车站，都看到好
多小男孩相互做这个夸张动作，很
令人反感，非常不礼貌。但这似乎
是他们之间以肢体语言进行的社
交。

关于“电摇”的由来，网上流传
着各种说法。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
是来源于一款网络游戏里的动作，
这个动作表达的是鄙视嘲讽对手的
意思，曾多次被老玩家建议删除。
也有学过舞蹈的家长表示，这其实
是许多舞蹈中都会用到的一个衔接
动作。

孩子“跟风”
家长有担心

许多家长发现，孩子总是出其不意突然就“电
摇”一下，一些更小年龄的幼儿园小朋友或更大年
龄的初中生也开始跟风，动不动就扭几下。即使家
长普遍认为这是无知无礼的表现，予以呵斥制止，
但无法遏制这一“社交语言”流行的迅猛势头。

相比当初《孤勇者》成为小学生统一的“接头暗
号”，如今，“电摇”成为他们的新社交语言，而且更
加“魔性”。有的学生把它写进作文里、日记中，让
老师哭笑不得。有的孩子一边做着“电摇”动作，单
手还竖着中指，嘴里还念叨着“你个老六”“鸡你太
美”等口头禅，甚至是脏话，让家长生气又担心。

有媒体对近 1000名家长做的调查显示，生活中
有过这种社交语言的学生中，男生占比 50.4％，女生
占比 49.6％，各占一半。按年级来划分，小学一至三
年 级 占 比 38.62％ ，四 至 六 年 级 49.15％ ，初 中
11.44％，还有不足 1％的幼儿园孩子。同时，
43.71％的家长认为这些社交语言对孩子在语言表
达、价值观方面有一定负面影响，近 45％家长认为

“负面影响较多，孩子很容易被带坏”。
这些家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小学、幼儿园阶段

的孩子“三观”还不成熟，是非辨别能力差，可能只
是觉得“好玩”“有意思”就去模仿。“这也是一种从
众效应，受到周围环境和同龄人的影响。他们可能
会模仿同龄人的言行，感觉自己跟同伴打成一片，
更受欢迎。”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涂艳国教授说，
如果孩子不分场合、不懂礼节地做出各种令人反感
的行为举止，甚至夹带不文明不健康的动作和语
言，久而久之，就会成为孩子的行为习惯，甚至是难
以改正的坏毛病，从而影响孩子的价值判断，带偏
孩子的成长轨迹。

不要当成“洪水猛兽”
也不可任其发展

无论是传唱《孤勇者》还是做“电摇”动
作，无疑是一种稚嫩的情感表达方式和社交
方式。

“每一代人学生时代，都有属于他们的‘非
主流文化’。就像现在的‘80后’家长，在小时
候也追星、哈韩哈日一样，是成长过程中的时代
烙印。”涂艳国说，特别是在当前的网络时代、信
息时代下，随着接触社会、接触网络越来越多，
小学生就难以避免从网络上或同伴中学到语言
或动作。一些“无伤大雅”的社交语言是孩子天
真的快乐，也有助于孩子融入集体，培养社交能
力。家长可以不必过分担心和盲目干涉。

当然，也不可任其发展。长期从事学生心
理健康辅导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玉容认
为，作为家长和老师，应以辩证、警惕的心态对
孩子进行规范的社交礼仪及文明用语教育，尽
早帮助他们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内心建起
一道“防火墙”，自动屏蔽掉不良信息，不被外界
环境影响。

刘玉容说，家长和老师都要开诚布公地与
孩子进行探讨，询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理
解孩子真实的想法和心情，并告诉孩子不良社
交语言背后的意思，使用这些词语或动作的不
良影响，帮助他认识到文明举止的重要性。

传播社交礼仪，倡导文明用语，抵制网络烂
梗，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涂艳国说，是给孩子
们下一个社交语言打上“少儿不宜”的“封条”，
还是真诚地鼓励他们尝试探索动作优雅、充满
正能量的“接头暗号”，这个问题需要学校、家庭
和社会共同思考。据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

4 月 12 日 ，黑
鹳在色达县康勒乡
河滩边展翅飞翔。

近日，在四川
省色达县康勒乡发
现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黑鹳。这只黑鹳
和鸬鹚、赤麻鸭等
聚集在一起，时而
在河滩踱步、时而
展翅飞翔。

新华社 发

黑鹳现身
四川色达

据新华社北京4月13日电（记者董瑞丰、
顾天成）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
13日表示，截至目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按程
序设置 13个专业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和儿童
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并会同国家发展改
革委，在医疗资源薄弱的地区分四批批复了 76
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李大川介绍，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产出了一批具有开创性的临床研究
成果，仅 2022年，双中心就开展国际、国内首创
和领先技术 372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
目实施以来，有 1400余项诊疗技术平移至输入
省份，填补了 300多项省域医疗技术空白，相关
省份跨省就医人数明显下降。

目前已设置的国家医学中心专业类别包
括心血管病、癌症、老年医学、创伤医学、呼吸
医学等。

我国已设置13个
专业类别国家医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