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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四：得了乙肝一定会发展成慢性
感染乙肝病毒 6 个月后仍未被清除， 称为

慢性乙肝感染。 感染时的年龄是影响慢性化的
最主要因素。在围产期感染者，慢性化的风险高
达 90%，而婴幼儿时期（0～5 岁）的慢性化率则
降至 50%，而成人感染者中仅仅 5%～10% 发展
为慢性感染。

因此，做好乙肝病毒的母婴传播阻断，做好
针对婴幼儿的乙肝疫苗接种， 慢性乙肝是可以
控制的。

误解五：乙肝是母亲遗传给孩子的
乙肝具有家庭聚集现象， 常表现为母亲与

孩子或兄弟姐妹间同时存在乙肝病毒感染。 因
此很多乙肝病人误以为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
甚至不敢结婚生育。

遗传病是指由遗传物质发生改变而引起的
的疾病。而传染病则是一个本来健康的个体，被
有传染性的病原体感染导致的疾病。显然，乙肝
并不是因为患者的遗传物质发生了差错， 而是
因为感染了乙肝病毒所致。

新生儿在产程中会接触大量母血， 这是母
婴传播乙肝的原因。另外怀孕时，母亲子宫面的
血管有破损，如胎盘剥离等情况，使母血渗漏至
胎儿血循环也有可能发生宫内感染。由此可见，
不论哪种原因的母婴传播实际上是母亲通过体
内途径将乙肝病毒传染给了下一代。 所以乙肝
是传染病而不是遗传病， 是可以通过注射乙肝
疫苗和乙肝免疫球蛋白来阻断的。

误解六：乙肝不能治愈就没必要治疗
目前的技术和药物都没有办法使乙肝真正

治愈，但可以将其有效地控制。长期的系统的治
疗可以使病情得到稳定，生活质量得到改善，

正如控制好血糖和血压， 就会减少心脑血
管、肾脏、视网膜的并发症一样，通过治疗把人
体内的乙肝病毒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 发生肝
硬化、肝癌和各种肝衰竭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

误解七：盲目相信祖传偏方
和现代高科技包装
这类广告有的号称是祖传偏方，打着传统医学

的外衣来进行欺骗。 还有的是打着现代高科技的幌
子，如激光、纳米、细胞等，这些治疗技术确实是在
探索研究当中，但还没有真正达到临床应用水平。

误解八：吃醉虾不会得肝炎
吃多了醉虾，小心甲肝、戊肝找上你。对于病

毒性肝炎而言， 甲肝和戊肝的传播途径类似，都
是通过粪口传播。甲肝患者或者病毒携带者的粪
便一旦污染水源，就会影响食物的生长环境。 这
些食物一旦被人吃下，就会造成病毒的感染。 很
多人以为醉的方式腌制的海鲜贝类，可以起到消

毒杀菌的作用，其实不然，这只是起到一个调味
的功效而已，里面的寄生虫仍然不会被杀死。

需要注意的是，在加工海鲜的时候，最好用
专门的砧板， 千万不要用一个砧板既切海鲜又
切熟食，以免菜板纹理内隐藏的病菌感染熟食，
造成病毒传播。

甲肝可能会大面积的爆发， 而戊肝大部分
是小范围的流行。一般急性期甲肝患者，有的会
出现黄疸、浑身乏力、食欲差等，有的患者虽然
没有黄疸，但是会有肝区疼痛伴有发热。

误解九: 运动可以预防肝炎
目前病毒性肝炎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运

动非但不能预防肝炎， 反而患有肝病的人应该
注意休息，不建议进行高强度的体育锻炼。

误解十：吃蒜防肝炎
很多人认为，大蒜能抗菌抗病毒，于是就用

吃大蒜来预防肝炎， 甚至有人在患肝炎后仍然
每天吃大蒜。吃蒜防肝炎是没有循证依据的，常
吃大蒜可能对降低血脂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这
种做法对肝炎病人极为不利， 因为大蒜对肝炎

病毒没什么作用，相反，大蒜的某些成分对胃、
肠还有刺激作用，可抑制肠道消化液的分泌，影
响食物消化， 从而加重肝炎病人的恶心等诸多
症状。另外，大蒜的挥发性成分可使血液中的红
细胞和血红蛋白等降低，并有可能引起贫血，不
利于肝炎的治疗。

误解十一：肝区不痛就不会患有肝病
许多人觉得患上脂肪肝不痛不痒， 而且距

离发展成脂肪性肝炎还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因
此不太重视。 其实，脂肪肝一旦确诊，如果经过
穿刺等精确检查，就可能会发现肝脏有一定炎
症改变或纤维沉着。 因此，脂肪肝和脂肪型肝
炎之间没有太明显的界限。 所以，专家建议人
们一旦患上脂肪肝 ，需要立即干预治疗 ，不要
拖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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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罗浩华 周恩军）“干部作风建设
培训非常必要， 之前我对自己参加首期培训还
有顾虑，通过培训，看到了自己在工作作风方面
存在的不足，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也对开展
好今后的工作信心满怀。 ”近日，在色达县举办
了首期干部队伍作风培训班， 来自该县年龙乡
的学员杨俊感慨颇多。

此次培训以副科级领导干部为主体， 重点
将为官不为、庸政懒政干部纳入参训范围；为使
培训内容更具针对性， 该县与州委党校达成培
训合作协议，培训就如何严明政治纪律、如何严
守政治规矩、如何争当“五好”干部从不同层面
增强参训人员“讲政治、守纪律、懂规矩”意识，
着力提升干部队伍执行力；培训期间，相继观看
了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天上的菊美》、《雪域
之子》和该县拍摄的廉政微电影《天堂觅爱》，并
结合培训内容， 围绕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何康林
服务群众的先进事迹、全省“三严三实”优秀共
产党员四郎曲批的担当精神和清华大学硕士研
究生王义鹏立足甘孜的奉献精神开展集体讨
论；撰写心得体会 38 篇，从正反典型、优秀人物
身上凝聚了作风转变正能量。

本报讯 （志玛）近期，巴塘县举全县之力，
全面开展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宣讲
活动。

该县召开常委（扩大）会，专题安排中央第
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宣讲工作；组织举办
了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宣讲集中
培训会，对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进
行了解读。 利用新兴媒体大力宣传会议精神，
在县电视台、《巴塘手机报》等新兴媒体开设专
栏，专题解读会议精神。截止目前，该县县委宣
传部牵头的县级宣讲团已完成 19 个乡镇的宣
讲任务，参与群众达 5000 余人；统战部门牵头
各乡镇， 已赴 17 座寺庙开展会议精神宣讲活
动；乡镇宣讲小分队相继赴 123 个行政村开展
会议精神宣讲活动；各单位、各部门结合精准
扶贫、软乡弱村等工作，以集中座谈、面对面等
方式为农牧民宣讲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精神。

■ 谢臣仁 陈昌鹏 文/图

用心上好每一节课

早上 5：30，毛跃权和妻子李琼就起床了，他
们俩计算着一天的时间安排。 妻子早上六点有
早自习，毛跃权没有，可以送孩子到幼儿园，但
下午两人都有课，没法去接孩子。

“唉，又得请人去接孩子。 ”妻子叹了一口
气，作为雅江中学的双职工，得算着时间做事，
即使这样，时间还是挪不过。

“是啊，上课要紧。 ”这句已经成为毛跃权的
口头禅，这句话也折射出了他严谨的工作态度。

台上 45 分钟，台下却是无数个 45 分钟。 大
家看到的是他面对学生满脸灿烂的笑容，看不到
的是他归家后腰酸背疼满脸疲惫的深情；大家看
到的是在讲台妙语连珠的风采，看不到的是他为
新课做准备深夜在台灯下奋笔疾书的身影。

毛跃权身上有一股子“狠”劲。 记不清是多
少次带病坚持上课了，只要面前有学生，只要一

站上讲台，他就精神百倍。
毛跃权身上有一股子“闯”劲。 长期从事数

学教学工作的他始终在不断探索新的教学模
式，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课堂 45 分钟的
效率。 他常会根据学生的要求来修改已经完成
的教案，直至完美。

为学生着想，全身心投入。 有人问他这样不
累吗？ 他说：“我不是钢铁做的，我也知道累啊，
可我是教师，就要对得起教师神圣的职责。 ”

用心教好每一位学生

毛跃权只有一个 5 岁的孩子，可他说，他有
好多孩子。 19 年前，当毛跃权走上讲台的时候，
他就拥有了好多好多的“儿女”。 教书 19 年，他
接受的大都是“双后班”（学习成绩、行为习惯后
进），校领导知道只有他能啃下这块“硬骨头”。

别人眼中的“破罐子”，毛跃权却是百般珍爱。
不抛弃不放弃，他要用心教好。 教授知识，引导行
为，针对每个后进生的不同情况，毛跃权制定提升

方案，用心用情，春风化雨般扶正一棵棵树苗，让
他们挺拔成长。

现在雅江中学任教的巴登是毛跃权的第一届
学生。 他说：“是毛老师，成就了我的今天。 ”

1997 年，巴登就读初中，沉默寡言，不通汉
语，是班上的“怪人”。 毛跃权坚持每天与巴登聊
天， 为一个心灵封闭的孩子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
户。 巴登学习成绩迅速提高，2000 年以优异成绩
考上康定师范学校。 薪火相传，巴登学成归来，成
为一名教师， 他说， 他的理想就是要像毛老师一
样，做一个优秀的教师，为雅江教育做贡献。

现在成都工作的刘挺，刚入学时逃课、撒谎、
小偷小摸，恶习不少，父母都失望的放弃了，是毛
跃权苦口婆心做家长工作，让他从全班学习和行
为习惯倒数第一成长为顺数第一，后来考上大学
走出了大山。他的家长感激地说：“毛老师是我儿
子的再生父母。 ”

就读雅江中学高一的昂汪数学在今年中考
中考了 85 分，而在进入初三时，他的数学成绩
羞于出口，只能考 20 分，是毛跃权的不断鼓励

和不倦教育，让他考出了优异的成绩。
教者父母心，1997 年入职以来，当

了 7 年初中班主任，11 年高中班主任，
教了多少学生，他也记不清了。 他只记
得，这些学生都是自己的“心头肉”。 每
到教师节，一摞摞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卡
送到毛跃权的手上时，他翻看着一句句
激情洋溢的贺词，一股幸福感便会油然
升起。

用心做好每一件事

在西藏拉曲上进中学， 毛跃权是
“知名人士”，因为他还保持着好几项记
录———他当年所教学的初一数学、初一
英语、初二物理、初三化学平均成绩至
今无人超越。

1998年至 2000年，他到拉曲上进中
学支教，承担 3个年级 4个学科每周 42节
课，这在别人看来是无法完成的教学任务，
毛跃权完成了并且成绩优异。

2002年， 毛跃权参加四川省中学青
年教师公开课大赛。 别人都认为一个来自
边远山区的教师，无非是“到此一游”，毛
跃权却硬是捧回一个全省二等奖。

从教 18 年， 毛跃权在各级各类刊
物发表教学论文二十余篇，获得我州首
届中青年教师优质课评选一等奖、我州

首批骨干教师、 四川省中学青年教师课赛二等
奖、民族地区骨干教师说课一等奖。

不仅自己用心做好事， 毛跃权还用实际行
动引导身边的同事。 参与开展教研课题《民族地
区数学学困生研究与转变》 获得州优秀课题并
上报成省教研课题。

授之以渔，他与 5 名青年教师结对授徒，开
展传帮带工作，“徒弟” 们所教班级均考出优异
成绩，青出于蓝胜于蓝，他深感欣慰。 也正因为
他能用心做事，严格要求，他被聘为雅江县骨干
教师评审委员会成员、 我州高中数学技能竞赛
评委会成员。

“毛老师不仅在教学上创造了雅江中学的
多个第一， 在教育上也表现出一个优秀教师的
卓越风范，为我们全校教师树立了榜样。 ”雅江
中学校长杨健康为有这样的教师感到骄傲。

2014 年，毛跃权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面对
荣誉，毛跃权坦然地说：“从步入教坛那天起，我
就做好了思想准备，我会无怨无悔地奋斗下去，
直到生命终结！ ”

色达县

干部轮训剑指“庸懒散”

巴塘县

宣讲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老师捧一颗真心来了”

———记全国优秀教师毛跃权

“风来了， 雨来了，
老师捧着一颗心来了。 ”

———陶行知

格子衬衣 ， 深灰裤
子，憔悴的面庞上却镶嵌
着闪烁的星眸，这就是笔
者见到的雅江中学教师
毛跃权。

近日，笔者走近了全
国优秀教师毛跃权。在一
天的采访中，笔者感受到
毛跃权怀一颗赤诚之心，
寄一片至诚之情，倾力讲
台，无怨无悔！

■ 余如波

10 月 17 日，全民阅读进军营“走进川藏线
送书到兵站”第一次送书活动圆满落幕。 连续 6
天，在省全民阅读活动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的指导
下，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联合成都军区联勤部川藏线兵站，特别
策划了这一大型公益活动，向川藏线沿线兵站送
去 3 万余册、100 万元码洋的图书及配套书架，
数十个“文轩军营读书吧”扎根雪域高原。

2016 年 4 月“世界读书日”前后，第二次送
书活动将继续开展， 覆盖川藏线上所有兵站，
实现川藏线驻兵“全军阅读”。

缺书
离天空近，离书远
“我驻守的地方，离氧气远一点，离天空近

一点。 在我的心里， 海拔 4390 米只是一个数
据；在我的眼里，牛羊飞鸟和蓝天白云很真实
……”10 月 13 日，川藏线某兵站政委、被称为
“川藏线诗人” 的肖勇为此次活动一行朗诵起
自己创作的《驻守》，在场听众深受感染。

正如诗中所言，川藏线条件异常艰苦。 长
期以来，兵站官兵的文化生活相对贫乏。 川藏
线某兵站教导员张小兵坦言， 兵站配备书籍

比较有限。
10 月 14 日下午， 川藏交界处某兵站医疗

所内，31 岁的医师吴昊一边翻阅近千页的 《内
科学》，一边认真做着笔记。 “2011 年从第三军
医大学高原医学专业毕业后， 我就被分配到这
个兵站。 ”吴昊告诉记者，他业余时间从事学术
研究、撰写论文，可供参考的资料有限。

送书
提升兵站“文化味”
10 月 14 日早上 8 点，26 岁的川藏线某兵

站战士闻俊提着焊机，来到兵站食堂，修理前几
天坏掉的板凳。“这儿离县城有 12 公里，请师傅
过来修，不方便。”几年前，兵站索性购置焊机自
行维修，水管、电路方面的小问题也自己处理。

刚到兵站的新兵， 是怎样逐步掌握这些实
用技能的？ “除了老兵传帮带，主要就是看书慢
慢摸索。”该兵站站长范扬华领着记者来到活动
室，书架上整齐罗列着《最新管道工技术手册》
《最新实用五金技术手册》等书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由于军事后勤保障的
特殊定位，川藏线兵站原本就有限的书籍，多以
维修、烹饪、种养等为主，鲜见文史、社科类别。

而此次选书涉及文学、历史、生活、科技等门
类，按每个场站及大兵站 800 至 1000 册、每个小

兵站 400 册的规模，免费配送到川藏线上所有兵
站。 每到一站拆开包装，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总让
官兵们兴奋不已。 “这本《开国第一战》，终于可以
让我‘解馋’了。 ”川藏线某兵站战士张增利说。

读书
不妨“碎片化阅读”
“送来的书太棒了， 我们把它们都放上书

架， 让官兵业余时间阅读。 初步打算今后开展
‘月读一书’‘雪山读享’ 等阅读推荐分享活动，
还会举办读书征文、演讲、读书成果展评等。”10
月 16 日， 返程途中再次路过范扬华所在的兵
站，他向我们吐露计划。

每到一站，官兵们除了认真捧读新书，还积
极提出阅读心得和疑惑：怎样阅读最有效？ 书太
厚该怎么读？

川藏线某兵站政治处主任晏军轮痴迷阅
读，他向战友们分享了自己的“碎片化阅读”心
得。 “现在很多书都是大部头，读起来可能会比
较吃力。建议大家不要急着一口气读下去，可以
先认真看看目录， 挑选感兴趣的章节。 阅读史
书，可以挑选感兴趣的历史阶段；阅读诗歌，可
以挑选自己感兴趣的流派。 ”晏军轮表示，轻松
阅读、广泛涉猎，修身养性的浸染作用便能逐渐
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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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之际，泸定县泸园快乐队、礼仪歌舞队、泸定健康快乐协
会 3 个协会来到泸定县敬老院，为老人们举行了一场“送温暖·献爱
心”的专场文艺演出，受到了老人们的欢迎。

（姜涛 尼胡克布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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