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民生2019年7月19日 星期五

扫
码
看
急
救
知
识

纳
入
中
小
学
考
试编辑/李青 图编/言琼 美编/刘迎 校对/黄蓉

图片·新闻

尊敬的业主：
衷心感谢您选择大汉汉园，本项目 7#、9#、

10#楼房屋根据您与我司签署的《望城区商品
房买卖合同》已达到交付条件，现定于 2019 年
7月 25日至 7月 30日盛大交房。 请您携带齐
相关资料，前来办理交付手续。

具体事项详见我司以 EMS 邮政快递邮寄
的《交付通知书》，如有疑问请咨询对应置业顾
问或物业管家。

特此公告！
湖南亨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19日

大汉汉园 7#、9#、10#楼
盛大交房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拟对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收购
的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绥宁县枫木团电站 2 户债
权进行处置， 该 2 户债权总额合计 2610.93 万元，其
中贷款本金 588.4 万元，利息 1205.89 万元，孳生利息
816.64 万元。 贷款方式分别为抵押、质押 + 保证。

债权资产： 上述贷款以自有的房产提供抵押、以
上网电费收入权提供质押；保证人为绥宁县电力有限
责任公司。 欲了解抵质押及保证人详细信息请登陆公
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处置方式：竞价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

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
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有效。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

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
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
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
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曹先生（0731-84458563）
陈先生（0731-89917506）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
尚玺苑 18B 栋

邮政编码：410005
分 公 司 监 察 审 计 部 门 联 系 人 ： 宋 先 生

（0731-89923416）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年 7月 19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对
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等 2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现在孩子们接触的急救，
大部分是溺水、消防，加上近年
来传得比较广泛的心肺复苏
等。” 长沙市红十字会救护员罗
格，每年都会为学生培训急救知
识，他坦言，除了以上几种急救
知识外，教育部门还应该将海姆
立克急救法、 烧烫伤处理法、防
动物咬伤法都纳入学校的范围。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急救知
识纳入考试范围，要充分考虑中
小学生的年龄特点。例如心肺复
苏需要一定的体力，孩子的身高
也可能不够，小学生或者低年级
的初中生多半无法达到要求。因
此，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以
科普、训练为主，教会他们如何
识别身边的危险，怎样在自保的
情况下向大人呼救，或者如何协
助大人进行急救等。

“考试是让孩子们学会急救

的途径， 但不能将考试结果作为
目的。”罗格表示，学校在教孩子们
知识的同时，教他们学会生存，为
孩子们成长保驾护航， 也赋予他
们成年后助人救人的能力。

急救知识纳入中小学考试，如何落地
湖南现状：孩子学了急救但不会急救；无专业教学课件，师资也匮乏

中小学校的考试，学好书本上的知识就够了？不，还要
学健康知识和急救知识， 心肺复苏更可能成为老师敲黑板
的“必考”内容。近日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下称《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把学生健康知识、 急救知识， 特别是心肺复苏纳入考试内
容，把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体质健康测试情况
作为学校学生评优评先、毕业考核和升学的重要指标。

全民普及急救知识，我省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我省中小
学生目前急救知识培训现状如何？ 接下来怎样更好地落实
《健康中国行动》？7月18日，三湘都市报记者对此进行采访
了解。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瑾容
实习生 严语 刘思慧

7月18日， 省公安厅在警犬
基地举行“警营开放日”活动，来
自燕山小学的师生和家长代表
等25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中，省
公安厅和长沙市公安局警犬工作
部门的民警现场表演了警犬服
从、追踪、车辆搜爆、箱包搜毒、血
迹搜索等科目。 图为民警正在带
领警犬执行箱包搜毒任务。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颜英华 彭吉露

实习生 王孝清 袁馨婷 摄影报道

本报7月18日讯 滴滴顺风车
下线325天之后， 滴滴出行于今天
对外披露了顺风车的安全整改进
展以及最新产品方案。产品方案显
示，顺风车将永久下线用户真实头
像、性别等个人隐私信息，实现去
社交化，去掉了车主的附近选单功
能，新增车主与乘客的“信息核验
卡”功能，并拟推出女性专属保护
计划。不过，对于滴滴顺风车何时
能上线，依旧没有具体时间。

头像和性别等隐私不再可见

媒体开放日上， 滴滴顺风车
总经理张瑞透露， 滴滴顺风车下
线的300多天时间里， 整合了包
括准入门槛、 行前预防、 行中保
护、 行后处置四大模块的上百个
安全功能和策略，优化了226项功
能，迭代了12个版本。

根据产品方案， 滴滴顺风车
将永久下线用户真实头像、 性别
等个人隐私信息，实现去社交化，
并限制车主接单次数、 去掉车主
的附近选单功能、 增加车主常用
路线设置， 确保车主无法随机挑

单，只能在常用地点间接单。
在身份核验方面， 在原有的

实名认证基础上， 滴滴顺风车还
推出视频验证功能， 在多个环节
要求人脸识别， 尽最大可能确保
本人接单。 考虑到线下乘车环境
的复杂多变， 滴滴顺风车还推出
“信息核验卡”功能，给司乘双方
在乘车前再次验证对方身份的机
会， 避免可能出现的线上和线下
实际人员身份不一致情况。

推出女性专属保护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 滴滴顺风车
还将上线女性专属保护计划，女
乘客和女车主可以看到合乘用户
的一系列信息：比如当前接单车主
驾龄、车龄，通过人脸识别的具体
时间等。而在长距离出行等特殊场
景下，平台还会要求合乘用户多次
人脸识别，提醒女性用户开启行程
分享并主动对行程进行录音等。如
发生轨迹偏移、长时停留等异常情
况，会对用户进行预警。

此外，针对网友提出的“只让
顺风车女性司机接女性乘客”的

建议， 滴滴顺风车产品负责人何
棣也作出了回应，“这一概念在公
司内部讨论过多次， 但平台上女
性车主的比例只有5%，而顺风车
乘客中的女性占比超过半数，受
限于平台女性车主数量以及团伙
作案的风险， 女车主接女乘客目
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方案。”

优先开放市内和白天场景

记者了解到， 目前滴滴APP
内已公示了最新的顺风车产品方
案， 并且正在向全社会征集反馈
意见， 市民可以随时提供建议和
意见。同时，滴滴顺风车还会陆续
在全国不同城市定期组织线下面
对面的用户访谈。

对于滴滴顺风车上线的具体
时间，张瑞表示目前暂无上线计划，
但未来顺风车恢复试运行会先考
虑开放市内和白天的场景，并在试
运行期间免收信息服务费。

滴滴出行CEO程维称，“顺风
车如果上线， 也不会以盈利和规
模为指标，安全是唯一的KPI。”

■记者 潘显璇

看！“警犬搜毒”

滴滴顺风车公布产品方案，上线尚无时间表
拟推出女性专属保护计划、信息核验卡功能，产品向公众征求意见

【走访】 学生学了急救，但不会急救

“考试急救知识？我都会啊，
是不是起大火后怎么逃生？”“做
人工呼吸？我可不敢，太吓人了
……”18日， 记者在长沙市青少
年宫、枫树山小学、金峰博才小
学等地进行了走访，发现不少学
生学习过“急救知识”，但懂得急
救实操的学生非常少。

“学校一般会培训懂急救的
老师，对学生培训的比较少。”长
沙市红十字会综合处处长姜新
任透露，2011年开始长沙市红
十字会与长沙市教育局开展合

作， 通过颁发相关文件的方式，
对学校校医进行急救知识的培
训，合格的人员颁发急救合格证
书，为全市的学校培养了一些具
备急救能力的人员。

尴尬的是，一些学校不够重
视， 随便安排一个老师应付考
证，导致急救培训工作无法落到
实处，更不会配合对学生开展急
救知识培训。姜新任坦言，将急
救知识，特别是心肺复苏纳入考
试内容，这是一项非常有必要的
工作。

【现状】 没有专业的教学课件，师资也匮乏

记者从省红十字会了解到，
目前我省还没有专业的急救知
识教材，也没有硬性的规定将急
救知识纳入学校的课程中。

此外，现在全省学校具有急救
知识教学能力的老师不多，一般是
红会、 民间救援协会的老师去教
课， 近几年一些医院开始重视急
救，但师资仍存在较大的缺口。

面对这样的现状，《行动计
划》 如何在湖南落地？“安全健康
是最大的民生工程。”省卫健委副
主任祝益民表示， 目前我省正在
打造覆盖全省的公众急救知识普
及培训网络，2018年公布的首批

公众急救知识技能普及工作试点
医院近日将验收， 将提供更多专
业的急救培训人员和培训场地。

同时，我省目前正为“急救”
立法，保障急救时救人者和患者
的权益，也推进急救事业的健康
发展。

接下来，我省将根据《行动
计划》的内容，和教育部门一起
编制专业合理的急救教学内容，
制定相关考核标准，加大培训力
度，扩大师资力量，有力地将急
救知识普及到中小学生，让他们
从小接受到这方面的知识，也培
养安全防范意识。

【建议】 让孩子学急救？学会“生存”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