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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困难门诊”冲上微博热搜，一度成为社会热议话题。近三个月来，
已有500个孩子被漳州市医院确诊为“学习困难”——

““学习困难学习困难””真是病真是病？？
是的是的，，能治能治！！

漳州市医院医生介绍，通过一
些症状，可初步识别孩子是否存在
学习困难——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如果家长有了解需求，可扫码测评。

做事总是拖拖拉拉、不分场合调皮捣蛋、乱发脾气、上课听讲总是
开小差、回家写作业精神不集中、学习成绩全班倒数或不稳定……不少
孩子的“学习困难”症状让家长焦虑抓狂，却又无能为力，最后只能认为
孩子“不是学习的料”。

事实真是这样的吗？不久前，上海等大城市医院开设的“学习困难
门诊”冲上微博热搜榜首，一度成为社会热议话题。不少家长这才意识
到，“学习困难”可能真是一种病。

记者了解到，漳州市医院也有“学习困难门诊”。刚刚过去的暑假和
最近的开学季，是该门诊的“旺季”。“学习困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通
过治疗，孩子的成绩能提高吗？

33个月确诊个月确诊500500名名““学习困难学习困难””患儿患儿

今年暑假以来，漳州市医院多动症学习困难门
诊接诊量一路攀升。据统计，从 7月份至今，已累计
接诊并确诊约500名学习困难患儿。

在漳州市医院龙文院区儿童生长发育科，医生
张玉贵拿出厚厚一叠病历：“这些都是被确诊为注意
缺陷多动障碍的患儿。”记者看到，患者一般集中在
幼儿园和小学阶段，也有少数上了中学才来就诊的。

“学习困难指的是在很多因素的作用下，造成孩子学
习状态不好、成绩不良。由于神经发育问题造成的

‘学习困难’孩子中，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较
常见的情况。”张玉贵介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ADHD），俗称多动症，是儿童最常见的神经发育障

碍之一，是一种慢性疾病，影响 4％-12％的学龄儿
童，患病男孩和女孩的比例大约在 3:2。其中，66％-
85％的患儿的ADHD可持续到青少年和成人时期。

“这个疾病有三大核心症状，包括注意力不集
中、多动和冲动。对儿童的学习和生活会造成很大影
响。”张玉贵说，患儿由于在学校表现差，无法很好完
成学习任务，学习成绩往往不理想或者不稳定，加上
人际关系差，自尊心也会受到伤害。“随着年龄的增
长，比如到了青春期，多动症患儿往往还伴随心理问
题。”

“很多带孩子来就诊的家长，常问‘我的孩子好
动，就是病了吗？’”在张玉贵看来，这并不难回答。

“正常的孩子即使淘气，也能够把控自己的注意力，
做事情分场合，不会影响学习、成长和人际交往。多
动症的孩子总是不分场合调皮捣蛋、拖拉、马虎、冲
动，而且屡教不改；也有的孩子不好动，与小朋友相
处也没问题，做喜欢的事情可以注意力集中，但上
课、做作业就没办法集中注意力，看似很聪明但就是
学不好、成绩不稳定。”

医生建议，家长和老师应该多关注孩子，一旦发
现孩子出现学习困难，例如孩子存在汉字写反、笔顺
写错、作业不会写或反复纠正后仍写错、上课不能集
中注意力、听不明白，或认真听课后、在老师引导下
仍不能作答等表现时，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治疗后成绩提高治疗后成绩提高，，仍需多方强化训练仍需多方强化训练

“孩子仿佛变了一个人。”带着孩子前来复诊的
市民林先生对孩子近来的变化既高兴又感慨。林先生
的孩子今年13岁了，从小调皮捣蛋，学习成绩更是一
言难尽。今年4月份，林先生带着孩子前来就诊，随后
被确诊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经过4个月的正规治
疗后，孩子的症状有了很大的改善，学习成绩更是从
年段1000多名进步到800名，提高了50多分。

“多动症治得好吗？治疗后孩子的学习困难是否
就能改善了？学习成绩上得去吗？”家长往往有这些
各种各样的疑虑。张玉贵介绍，大多数多动症儿童智

力正常，只要通过治疗改善多动冲动、注意力缺陷症
状，学习成绩往往提高明显，且很多患儿的创造力甚
至要比普通孩子更好，经过正规的治疗后，这些孩子
都能得到更好的成长。

据悉，当儿童被确诊为多动症后，医生会结合患
儿的病症严重程度，为患儿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主要有药物治疗和行为治疗两种方案：学龄前儿童
以行为治疗为主，如果情况较为严重，行为干预未能
显著改善症状的情况下，应接受药物治疗；学龄期儿
童以药物治疗为主。

不过，在接诊过程中，张玉贵也遇到过一些问
题：“孩子一旦确诊，家长有时候反而退缩了，心理上
不接受孩子生病的事实，或者担心药物副作用，无法
下定决心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因此，她也建议患
儿家长，一旦确诊，就应该尽快接受规范治疗，否则
可能错过孩子学习习惯培养、社交和心理发育的关
键时期。

张玉贵也坦言，“学习困难门诊”并不是万能的，
“不是说有这方面问题的孩子看了这个门诊，成绩就
一定能提高，家长应该有更客观的认识，不能过于依
赖门诊的治疗。”张玉贵建议，家长在日常的管教中，
应该和医生、老师取得配合，做到医——校——家共
同参与帮助患儿。“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家长的
做法和态度也很关键。我们会建议他们读相关的一
些书籍，比如《正面管教》《如何养育多动症的孩子》

《多动症儿童日常生活的科学管理》等书籍，当他们
深刻了解这个疾病后，往往能用更积极的态度来对
待孩子，这也有利于疾病的治疗。”

⊙本报记者 杨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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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陈颖辉 林海松）9 月 25 日 14 时
许，漳州高速三大队旧镇中队民
警接到求助，称在沈海高速福建
漳浦路段，有一重型货车驾驶员
突发疾病，下腹部剧烈疼痛，车辆
还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请求民警
送驾驶员至医院救治。

民警立即开展救助工作，与
驾驶员电话沟通，记下其车牌号
码，明确驾驶员行车位置。民警了
解到，当时车辆距离漳浦出口不
到 2 公里，驾驶员称能坚持把车
辆开到站口。民警立即叮嘱他开
启双闪警示灯，谨慎驾驶车辆，确
保行车安全，确实无法继续驾驶
应立即停车，民警则在收费站口
做好相关救援准备工作。大约 4

分钟后，驾驶员驾车抵达漳浦收
费站，民警立即上前接应，帮助其
下车。此时，驾驶员表情十分痛
苦，手捂着下腹部，凭借相关的急
救知识，民警初步判断驾驶员可
能是突发急性阑尾炎，便立即用
警车将驾驶员送到漳浦县中医院
救治。同时，民警第一时间将病人
信息告知医院，请医院立即开通
绿色救援通道。在民警的全力救
助下，驾驶员第一时间接受治疗。
目前，他的病情得到有效缓解。

经事后了解，该驾驶员姓熊，
为江西九江人，52 岁，当天驾驶
重型货车从福州前往广东，在沈
海高速福建漳州漳浦路段突发急
性阑尾炎，幸好得到民警的及时
救助才化险为夷。

司机高速途中突发疾病
高速交警紧急救助

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通讯
员 蔡淑娇）9月 19 日上午，在山
城镇坎仔头村，一女子手持木棍，
一边大喊大叫，一边肆意打砸着
停在村道边的一辆小车。正在开
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的南靖县公安局山城派出所民警
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现场，民警对正在打砸车辆
的女子进行口头劝阻，见劝阻无
效便果断上前将该女子制服。从
周边群众处得知，该女子刘某某
为精神病患者，因未按时吃药导
致精神病发作，情绪不受控制故
而打砸邻居的小车。民警随即联

系病人家属前来现场。从家属处
得知，刘某某家庭经济困难，父
母双方年老多病且均为残疾人，
没有能力赔付被砸车辆损失。考
虑到患病女子家庭的实际困难，
民警耐心细致做车主思想工作，
希望车主能够体谅刘某某的家
庭困难。

经调解，受害人表示理解，不
追究刘某某责任。为了防止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民警在家属的求
助下，将刘某某送往漳州市福康
医院医治。家属对民警积极化解
邻里矛盾以及暖心救助表示由衷
的感谢。

女子发病当街砸车
民警及时制止送医

我是一名“90后”女生，痴迷
汉服十多年，为此还专门创办了
一个名为“琉璃”的汉服社团。我
喜欢传统文化，平日里开口唐诗、
闭口宋词，迷上汉服的初衷其实
很简单，就是觉得汉服很好看。

我的第一套汉服是 2011年
在淘宝上买的，为了搭配这些服
饰，我买了一些头饰，还学会了
梳一些简单的发髻。现在有时穿
着汉服走在街上，我都会特地选
择一些简洁大方的服饰和发型，
不能让大家觉得汉服都是那种
夸张的，其实汉服有华美的礼
服，也有便服，既好看也简洁，不
耽误生活和工作，还能增加生活
趣味。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渐渐觉
得不能只满足于眼前的兴趣，汉
服是中国风的一种象征，我就必
须为传播国风文化做点什么。

下定决心后，我开始穿着汉
服学习插花、茶道和香道，并定

期和一些有同样兴趣的姐妹一
起参加义演，我想用这样的方式
吸引更多人喜欢上国风文化。
2012年，在朋友的建议下，我在
腾讯QQ建了个群，取名“琉璃”
汉服社，寓意是希望汉服能够流
云漓彩、光彩夺目。在初创成员
的带动下，汉服社成员逐渐增
加，到了微信普及的今天，也有
七八岁的小朋友在父母的朋友
圈里看到美丽的汉服，就嚷嚷要
加入。如今我们定期会举办一些
公益活动，例如到茶叶店、学校
社团等地方来展示汉服之美。

中国风是唯美的，这几年有
越来越多的人被深深吸引，我很
庆幸绝大多数爱好者并不是抱着
玩的态度，而是慢慢融入生活中，
其实我觉得汉服不仅是一件衣
服，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传统文
化的精神延续，我希望未来国风
文化能获得更多年轻人的青睐。

⊙本报记者 邹挺毅 整理

琉璃汉服社创办人邱凡：

感受汉服之美 传播国风文化

我父母在我读小学的时候
就创立了自主小吃品牌“瑞金锅
边糊”，由我父母名字当中的

“瑞”和“金”两字结合而成。锅边
糊作为漳州当地特色名小吃，一
直深受市民喜爱，经过 20 多年
的用心经营，我们的“瑞金锅边
糊”从一家门店，发展到如今六
家门店。

2013 年我大学毕业，在厦
门从事通信技术类工作。因为工
作不是很顺利，加之家里小吃店
生意越来越忙碌，我便于 2016
年辞职回到漳州，紧随父母的脚
步，投身“锅边糊”事业。父辈制
作和经营锅边糊已有一整套规
范、熟悉的流程，选料新鲜、处理
干净，加上特色的配料包，口口
相传、客源稳定，深受食客们称
赞。我们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备
料，7点开始营业，通常 11 点多
就会卖完。整理打扫好店面，消
毒完餐具后，下午 2 点左右关
店，节假日营业时间会稍微延长

一些。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餐饮行

业带来不小的冲击，也给了我们
思考及转变经营思路的契机，我
们改变以往“只堂食不派送”的
模式，和美团合作，寻求突破和
转机。近年来，外卖行业的快速
发展催生了许多新式小吃和网
红餐饮，这让传统小吃经营者感
受到竞争的压力。我始终认为，
除了本地人的饮食习惯、情怀
外，我们制作锅边糊的口味、卫
生、性价比等才是几十年来经久
不衰的关键。

如今，随着门店的陆续扩
张，我们整个家族都加入到锅边
糊小吃行业。目前，除了家族自
营门店外，我还考虑以加盟的方
式扩大影响，把“瑞金锅边糊”这
块招牌维护好、传承好、发扬好，
也让更多人品尝到最正宗、优质
的漳州特色小吃，让传统小吃焕
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李润 整理

瑞金锅边糊老板黄艺：

老味道常相伴 新理念聚人气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何娴 陆婧
文/图）“分类后的垃圾去哪儿了？”“它们是怎
么被处理的？能亲眼见一下，该多好啊！”9月
23日，市环卫中心联合市城管局、碧湖街道仁
和社区、小金星幼儿园、爱心垃圾处理中心人
员等36人，一同前往漳州蒲姜岭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厂参观学习交流，开展“垃圾去哪儿”
科普实践课程，让孩子直观了解分类后的垃
圾去向，见证垃圾“变废为宝”的神奇（右图）。

参加活动的人员边看边了解，从环保教
育展厅的宣传片、模型、工艺运行流程图、视
频介绍、垃圾处理成品的样品，到实地参观车

间基础环境、设施设备，深入了解了生活垃圾
如何进场、堆积发酵、投入到焚烧炉中焚烧发
电、垃圾渗沥液的净化和烟气处理，废水废气
是如何达标排放等具体过程。在垃圾吊控室，
看到工作中的设备操控工作人员像抓娃娃似
的一下吊起大把垃圾，并把垃圾平稳运送投
到焚烧仓入口，现场传出一阵惊叹声，“妈妈，
这个娃娃机抓得真多呀！”参加活动的孩子走
进“神秘”的设备运作间与中控室，充满好奇
心和求知欲，通过现场形式多样、生动的实
践，培养孩子垃圾分类意识，树立绿色环保生
活理念。

垃圾去哪了？
多部门联合开展科普实践课程

“你是我们家第三代军人，到军营后一定要服从命
令、听从指挥，把良好的家风家教带到部队，我们期待
早日收到你的喜报。”昨日，芗城人陈镇坤回忆几日前
送儿子陈俊柏去部队的场景，当时，他是这么交代儿子
的。陈镇坤百感交集，他说，“28年前，我父亲送我去参
军的时候，也是这么交代我的。”

经过 14天、两个阶段的役前训练，再加上严格
的体检、政治考核，陈镇坤的儿子陈俊柏于9月20日
穿上军装，踏上军营，接力祖父辈从军报国的理想。

陈俊柏的祖父和父亲都当过兵。1971 年，陈俊
柏的祖父陈长生应征入伍福州军区，当起了一名测
绘兵，他兢兢业业学习专业技术，用脚步精准丈量距
离，有时一天走上几十公里，磨破皮、指甲脱落，都没
有让他放弃对精准测绘的坚持。陈俊柏的父亲陈镇
坤 1994年入伍，在部队任坦克兵，是一名经验丰富
的驾驶员，曾连续两年被评为全军“红旗车驾驶员”，
多次受到部队的嘉奖。陈俊柏从小就受到父亲、祖父
的熏陶，励志长大后也要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

如今的陈俊柏皮肤晒得黝黑，细嫩的双手磨得
粗糙，原本青涩的眼神，也平添了一分坚毅和果敢。

“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你
的诗如云一般飘逸，而我的诗将如磐石一般坚强。”
临行前，陈俊柏在日记本上写下这句自勉的话。他
说，从军是自己和祖父辈最坚定的理想。“我家三代
人经历了国家军队发展的不同时期。三套军装不仅
见证了军队的发展，更是承载着我们家族的光荣与
梦想。”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对陈俊柏一家来说，更
是“三代当兵、全家光荣”。一代代用人生最美好的时
光献身国防，践行着精忠报国的赤子之心。“三代从
军”的事迹，也激励更多适龄青年投身火热军营，在
保家卫国事业中，书写灿烂的青春篇章。

⊙本报记者 廖瑜婷
通 讯 员 戴伟国 张琳 文/图

芗城小伙陈俊柏追随祖父、父亲的脚步，光荣应征入伍，他说——

“从军是我们祖孙三代最坚定的理想”

祖孙三代合影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