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假期间，长郡梅溪湖中学学生通过云课平台，在家听老师授课，讲解寒假作业。

《醴陵八旬老人兑现16年前承诺捐妻遗体》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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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本报2月18日讯 近来， 寨卡
病毒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今天，
长沙市疾控中心发布相关消息，截
至目前， 该市尚未接到寨卡病毒感
染的病例报告， 但不排除寨卡病毒
感染病例输入的风险。

长沙市疾控中心应急办副主
任张恒医师透露，根据近年来的蚊
媒监测结果显示，长沙市目前暂未
发现寨卡病毒传播的主要媒介埃
及伊蚊的存在，但在夏秋季，该市

居民区、公园等场所中均监测到有
白纹伊蚊分布。 长沙作为省会城
市，与美洲、非洲、东南亚等寨卡病
毒病疫区的人员来往频繁，存在寨
卡病毒输入的风险。

防范寨卡的注意事项：
◆积极防蚊灭蚊。 在春夏季要

注意做好生活、 工作场所的防蚊灭
蚊工作、积极清理房前屋后积水，消
除伊蚊滋生地。

◆市民若前往发生寨卡病毒
病疫情的国家和地区，务必要做好
防蚊措施。

◆孕妇及计划怀孕女性近期
要尽量避免或延后前往发生寨卡
病毒病疫情的国家和地区。

◆归国后出现发热、 皮疹、肌
肉关节疼痛等症状，应及时到医疗
机构就诊，并主动告知医务人员相
关旅行史。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谢丹 赵锦

本报2月18日讯 16年
前的捐躯承诺， 醴陵老人杨
翠英始终坚守，在弥留之际，
仍嘱咐家人在其死后将遗体
捐到医学院， 引来全省主流
媒体的关注。（详见本报2月
16日A07版） 老人用行动表
达了大爱和诚信， 可同样也
反映出遗体捐献的不易。今
天， 记者从湘雅医学院了解
到， 这些志愿捐躯者被医学
生敬称为“大体老师”，正是
他们的献身， 才开启了医生
成长的道路， 为今后避免手
术失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医学生】
课前默哀1分钟

“从数理化一下转变到人
体解剖，内心一时真的难以接
受。” 小璐是中南大学湘雅医
学院临床专业大三女学生，升
大二的第一堂课就是解剖学。

为了让学生适应， 老师
会先给她们放相关视频，当
看到台湾医学生双手合十
或抱拳，向“大体老师”祈祷
时，那份虔诚让她和同学们
肃然起敬。同样，在实际解
剖遗体前，小璐和同学们会
自觉地默哀致敬1分钟，“因
为知道‘大体老师’的珍贵
和不易，我们上课都不敢马
虎的。”

小璐说， 生物书上的人
体结构图和实际人体是不一
样的，为了让人一看就懂，很
多部位是特别标示的， 可实
际操作中， 有些部位就很浅
显， 需要重新去理解，“要是
没有‘大体老师’的指导，真
的不敢想象， 以后给活人动
手术会是多么的恐怖。”

【医学老师】
常有家属阻扰捐献

“6到8名学生共同解剖
一具遗体， 多数还得由老师
来演示， 学生的实操状况很
不理想。”中南大学湘雅医学
院遗体捐献中心主任杜亚政
说，国外医学界曾有统计，一
名医学生成长为医生， 需要
独自解剖至少10具遗体，但
目前在国内是很难实现的。

“人体的结构非常复杂，
特别是神经系统， 若是稍微
动错了一刀， 很可能就是致
命的。”杜亚政说，从2012年
开始， 每年学院接收到的遗
体数平均为23例， 虽比以往

情况要好，但对于5年医学生
来说，实操的机会相当有限。
若按6至8名医学生解剖一具
遗体的标准， 每年学院预计
需要70到80具遗体， 这其中
还不包括作为科研的。

杜亚政坦言， 曾经多次
接到志愿者的来电， 可终因
家人的反对，只得放弃。杜亚
政说， 他的手机常常处于24
小时开机状态， 哪怕凌晨接
到志愿者的来电， 都会根据
家属要求及时组织工作人员
去接收捐献者遗体。

【医生】
请慎重选择外科领域专业

江凤林是中南大学湘雅
三医院老年心脏科副教授，
从事心血管病临床工作20多
年。在他看来，“大体老师”是
值得尊敬的，非常了不起。

“我们那个时候学医，
‘大体老师’很稀缺，基本通
过老师的演示操作来学习，
也非常珍惜实操的机会。”江
凤林说， 这个基础课程为他
以后给人看病帮了不少忙，
比如正常人的器官是什么样
子，他心中自然有个谱，看到
病人的异常后， 能及时做出
诊断。

对于出现的不少医患纠
纷， 江凤林强烈感受到解剖
学对医生成长的意义。“我很
负责任地奉劝医学生， 如果
这堂课都没有过关， 请慎重
选择外科领域专业！”

【省红十字会】
愿大众有更多利他主义

湖南省红十字会人体器
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何一平
介绍，目前，中南大学医学院
和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对遗
体捐献的需求非常大， 该中
心也于2015年12月成立了
专门的志愿者团队， 在社会
募集死后遗体捐献者， 以便
及时向有需要的单位送去。

“我们有志愿者团队去
向诸如脑死亡病人的家属做
工作， 成功的仅有10%到
30%。”何一平说，从2010年3
月至今，器官、遗体捐赠数量
在增加， 可付出的劳动却是
成倍的，尤其是偏远地区，开
明度比较低，难度也相当大。
同样是学医出身的她， 衷心
希望社会大众能有更多利他
主义思想。

本报2月18日讯 寒假余额即
将归零， 你的寒假作业完成了吗？
以往学生开学，上交寒假作业是必
不可少的一件事。不过现在随着互
联网+教育的驱动， 长沙有学校已
经省略这一步了，寒假期间老师利
用云课平台辅导学生完成寒假作
业，到了开学只需来一场入学测验
了。

学生：跟现场上课感觉差不多

贺海水是长郡梅溪湖中学高
二理科班学生，这个寒假，他一边
做寒假作业，一边在网上听老师授
课，讲解不会做的难题。“遇到不会
做的题目，我就在平台的讨论区留
言，老师就会根据大多数学生反馈
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因为有
高拍仪，就跟在现场上课的感觉差
不多。”

“感觉这种方式很不错， 最开
心的事情就是这些都是免费的，如
果去上培训班， 那将是一大笔费
用。”家长杨女士表示。

老师：随时随地上课

围着火炉、靠个抱枕，加一台电
脑， 就可以安安静静地在书房里给
自己的学生们上课， 对于这样的教
学环境， 长郡梅溪湖中学高二年级
组组长刘鹏飞称之为“超豪华办公”。

他介绍，上学期期末雨雪冰冻
天气期间，教师就通过云课平台指
导学生在家复习。到了寒假，语数
外理化生6个科目的老师又在网上
分时段给学生辅导，学生在家通过
电脑或iPad、手机实时听课，还原
真实课堂。

刘老师说，为了保证和检验假
期上课辅导的效果， 开学的时候，
学校会进行一场考试，大部分题目
都是寒假作业上出现过的。

家长：还得靠传统课堂

“我们家孩子一放假早上就要
睡懒觉，要他在网上听课，他往往
就去看QQ空间、聊天去了，我觉得
还是传统课堂好，至少老师可以管

管他。”家长陈女士说，对于自制力
好的孩子来说， 云课平台是大福
利， 对于自制力不够的孩子来说，
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有家长发现， 有了作业App之
后，孩子们做作业时的依赖思想更加
严重了，有的孩子不仅不会的作业要
去问，甚至会的作业也如此操作。

专家：对学生自制力要求高

互联网教育专家熊娟表示，现
在强调提升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
地位， 引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
加课堂的互动性及灵活性，老师的
任务不再是简单讲授，而是引导。

熊娟认为， 互联网+教育能够
突破传统教育的空间限制，一定程
度上缓解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推
动教育资源的共享。“不过学习是
件苦差事，学生的学习习惯尚待培
养。”熊娟说，相比于传统的面授，在
线的学习形式对学生的自制能力
要求更高，也需要家长和老师的监
督。 ■记者 贺卫玲

“大体老师”献身 为医生成长铺路
医学生课前自觉默哀1分钟，上课都不敢马虎

如果您愿意为医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愿意死后捐
献遗体或器官来造福他人， 可以与当地红十字会联系或拨打
湖南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捐献办公室电话：
0731—82584949。 ■记者 杨昱

互联网+教育来了，开学不用带作业
长沙一学校利用云课平台，老师假期在线辅导学生完成寒假作业

长沙目前尚无寨卡病例
疾控中心：不排除有输入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