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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受访者建议
家庭储备医疗救助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前不

久在发布会上表示，要以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为契机，倡导全社会形成健康消费

观念和健康生活方式，鼓励家庭储备医

疗救助箱。你有储备医疗救助箱的习惯

吗？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06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0.6%
的受访者家中有医疗救助箱，92.0%的

受访者觉得家庭应该储备医疗救助箱。

74.6%的受访者建议时常留意医疗救助

箱中药品的性状，定期清理。

在 北 京 设 计 行 业 工 作 的 林 斌 （化

名） 认为，家用医疗救助箱是必备的，

生活中经常有些突发情况，比如烹饪时

被热油烫到，被刀具割伤手，但不可能

有点小问题就往医院跑，该准备的救急

医用品要准备好，还要掌握基本的急救

知识。

调查中，92.0%的受访者觉得家庭

应该储备医疗救助箱。

山西省某煤矿职工畅鑫 （化名） 在

家中储备了医疗救助箱，“以前没有专

门准备，有次我姐姐生病，伤口溃烂，

需要每天换药、换纱布，不可能天天往

医院跑，家里就备齐了纱布、胶带、医

用手套、碘伏、医用酒精、口罩这些物

品。后来，妈妈不小心手腕骨折，我们

又备了三角巾、夹板等，现在基本的医

疗物品差不多都齐了”。

“我爷爷上了年纪之后，胸前一直

挂 着 一 个 小 瓶 ， 里 面 装 着 速 效 救 心

丸。”林斌说，父母上了年纪后，血压

药、血栓药、血糖仪、血压计成了家中

必备的东西。

调查显示，80.6%的受访者家中有

医疗救助箱。

受访者觉得家庭医疗救助箱应该储

备的物品有：创可贴、纱布、碘伏等消

毒包扎用品 （79.7%），口罩、医用手套

等 无 菌 防 护 用 品 （72.7%）， 以 及 内 服

药、外用药等常用药品 （66.4%），此外

还有：止血带、固定板等外伤处置用品

（60.2%），体温计、血压计等监测工具

（60.0%）， 速 效 救 心 丸 等 急 救 用 品

（51.5%）， 氧 气 呼 吸 装 置 等 医 用 器 具

（20.3%）， 急 救 手 册 等 知 识 类 册 子

（31.2%） 等。

“这次疫情之后，口罩成了人们常

备的东西，其实口罩在日常生活中很常

用 ， 流 感 季 、 雾 霾 天 都 需 要 戴 口 罩 。”

林斌说。

对 于 家 庭 医 疗 救 助 箱 的 使 用 ，

74.6%的受访者认为要时常留意药品的

性状，定期清理，66.8%的受访者指出

要把药箱放在孩子不容易拿到的地方，

63.2%的受访者建议遵医嘱用药，切忌

擅自服用、更改剂量，58.7%的受访者

指出要注意分门别类储存药品。

畅鑫认为，对医疗箱中的东西确实

需要时常检查，一些无菌的用品，拆封

之后要一次性用完，不能存放，其他用

品要注意消毒，药品等有保质期的东西

要定期清理，“这次疫情发生后，大家

都 在 买 口 罩 ， 我 想 着 家 里 一 直 备 有 口

罩，就没急着买，结果一检查，口罩全

部过期了”。

“救助箱中的物品要分类储存，尤

其 是 药 品 ， 分 类 之 后 就 能 很 容 易 地 找

到。”林斌认为，家中的药品也不要囤

太多，要定期清理过期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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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杜园春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主 任 张 文 宏 表 示 ， 要 注 重 孩 子 体 魄 的 强

健 ， 呼 吁 做 好 防 疫 措 施 进 行 室 外 体 育 锻

炼，不要被疫情吓住，把孩子窝在家里不

让出门运动。但也有家长担心青少年抵抗

力弱，不鼓励孩子出门锻炼。暑期来了，

如何安排孩子日常活动，更是让家长感到

头疼。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04 名 中

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0.8%
的受访家长已开始恢复孩子的室外锻炼，

53.8%的受访家长表示孩子现在保持每周

4 天 以 上 的 室 外 锻 炼 频 率 。 近 期 出 门 锻

炼 ，74.3%的 受 访 家 长 呼 吁 仍 要 做 好 防

疫。68.1%的受访家长希望相关机构就疫

情期间室外锻炼进行科学指导和说明。

在家“憋”久了，受访家长
觉得孩子精气神变差了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周霞 （化名） 的儿

子今年读小学三年级，她介绍，5 月就督

促孩子恢复每日室外活动了，6 月因为北

京疫情反弹又减少了出门，最近几乎天天

都陪孩子出门锻炼，“家附近就有一个大

公园，每天傍晚我都带他去跑跑步、跳跳

绳，偶尔也会趁人少在公园足球场踢球。”

刘萧莉 （化名）是河北石家庄某私企

职员，女儿读初中。她近期让女儿每天出去

锻炼，“没必要一直闷在家里，疫情已经控

制住了，再不出门锻炼反而要伤身体了。”

调查中，90.8%的受访家长表示，随

着疫情得到控制，已经开始恢复孩子的室

外 锻 炼 了 。 其 中 ， 小 学 生 家 长 格 外 重 视

（92.4%），比例高于中学生家长。

在出门锻炼的频率上，53.8%的受访

家长表示孩子现在保持每周 4 天以上的室

外锻炼频率，其中 16.3%的受访家长表示

孩 子 几 乎 每 天 锻 炼 ， 37.5% 是 每 周 4-5
天 。 仅 4.2%的 受 访 家 长 坦 言 不 怎 么 让 孩

子出门。

“之前一直居家学习，也担心孩子抵

抗力弱，没怎么让他出门。结果有段时间

就感到孩子情绪不好，不像以前那样活蹦

乱跳，见到喜欢吃的零食和饭菜也提不起

兴趣，学习结束就想玩手机。我琢磨着得

赶紧带孩子出门活动。”周霞说，儿子一

听要出门锻炼，特别开心，“现在每天到

了傍晚出门时间就非常兴奋，催我快点准

备”。

刘萧莉说，女儿前段时间一直闷在家

里 ， 情 绪 波 动 比 较 大 ， 动 不 动 就 发 小 脾

气，也长胖了不少，“原来身材非常纤细

苗条，现在明显有点虚胖。”

受访者表示，在家“憋”久了，精气

神变差了 （54.5%），以及体形体态不好了

（52.6%） 是孩子最普遍出现的变化，其他

主 要 变 化 还 有 ： 身 体 柔 韧 度 下 降 了

（48.1%），视力下降了 （41.7%）。

近 期 出 门 锻 炼 ，74.3% 受
访家长表示仍要做好防疫

周 霞 说 ， 她 和 孩 子 出 门 都 会 戴 好 口

罩、防飞沫帽子，包里也一定会携带备用

口罩和免洗洗手液，“我儿子粗心，经常

弄 脏 、 弄 丢 口 罩 ，备 用 口 罩 特 别 有 必 要

带。”虽然公园比较大，人流量相对较小，但

他们仍会寻找相对宽敞安静的场地进行锻

炼，她也会特别嘱咐孩子避开人群、少触摸

公共物品，“孩子防范意识不强，家长一

定得多提醒，比平时还要更上心。”

“现在出门仍要注意自我防护，不能

轻视。”因为夏天天气闷热，又不能随意

摘口罩，刘萧莉专门从短视频里学了一种

口罩佩戴方式，能让鼻子部位空间更大，

不仅呼吸顺畅，还凉快。“我专门教了闺

女，这样她做一般的活动时都能放心地戴

口罩。但是做剧烈运动，一要选择空旷人

少的场地，二要摘掉口罩。”

河北某公立医院医生赵波 （化名） 表

示，现阶段，全国范围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都得到了有效控制，家长要放松心态，让

孩子们进行室外锻炼，“青少年正处于身

体发育阶段，室外活动能提高身体机能，

增强抵抗力。”

他指出，出门一定要做好防疫，触碰

公 共 器 械 最 好 戴 手 套 ， 或 进 门 立 即 消

毒。做剧烈运动时一定要摘掉口罩，“戴

口 罩 会 影 响 氧 气 摄 入 ， 尤 其 剧 烈 运 动 口

罩 浸 湿 后 会 更 加 影 响 呼 吸 ， 加 重 心 肺 负

担。”

近 期 出 门 锻 炼 要 注 意 哪 些 问 题 ？

74.3% 的 受 访 家 长 表 示 仍 要 做 好 防 疫 ，

64.7%的 受 访 家 长 提 醒 避 免 人 群 扎 堆 儿 ，

58.5%的受访家长注意尽可能在人流量少

时错峰出门，56.3%的受访家长认为运动

时需摘掉口罩，36.3%的受访家长建议接

触公共器械时戴手套。

68.1%受访家长希望得到
疫情期间室外锻炼的科学指导

通过这次疫情，周霞明显感到，城市

室外锻炼设施对青少年不太友好，“因为

疫情，要尽量 避 免 去 场 馆 内 活 动 。 而 公

园 或 社 区 基 本 只 安 装 了 成 人 的 锻 炼 器

械 ， 没 有 孩 子 的 ， 非 常 不 方 便 他 们 锻

炼。”周霞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考虑到各

个 年 龄 段 青 少 年 的 身 体 发 育 特 征，在公

共场所设计和配备针对性的简易室外锻炼

器械。

刘萧莉最近上网都比较关注有关室外

锻炼的内容，“随着疫情好转，人们生活

一定会逐渐恢复正常，室外活动和锻炼必

不可少，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人群接触，有

人可能会放松警惕。”

刘萧莉希望相关部门和媒体要继续做

好防疫宣传，提醒人们防疫常态化。同时

学校和老师也应提出学生室外活动注意事

项，纳入学校常规管理工作，“很多时候

老师的话比家长的好使，希望家校能形成

合力。”

“暑假开始了，孩子们外出活动也会

增加。室内活动场馆要特别注意通风，保

持每日消毒。进行室外活动时，要注意尽

量避开人群。家长也要时刻提醒孩子，防

疫意识不松懈，出门务必做好防护。”赵

波说。

让孩子们在疫情期间安全地进行室外

锻炼，68.1%的受访家长希望相关机构就

疫情期间室外锻炼进行科学指导和说明，

64.6%的受访家长认为要设计更适合防疫

时期的室外体育运动，58.9%的受访家长

希 望 公 共 锻 炼 场 所 和 器 具 及 时 消 杀 ，

53.4%的受访家长建议增设锻炼器材以保

证社交距离。

受 访 家 长 中 ， 孩 子 读 小 学 的 占

53.6%， 读 初 中 的 占 39.2%， 读 高 中 的 占

7.2%。30.0%的 受 访 者 生 活 在 一 线 城 市 ，

49.4%生活在二线城市，17.6%生活在三四

线城市，2.2%生活在城镇或县城，0.8%生

活在农村。

九成受访家长已开始让孩子恢复室外锻炼
74.3%受访家长表示出门锻炼仍要做好防疫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7 月，上海实施垃圾分类满一年，北

京新版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实施

也有两个月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全国

许多城市都实施了垃圾分类，还有一些地

区正在部署实施。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09 名 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4.8%受访者

期待在更大范围推广垃圾分类。推进垃圾

分类，64.0%的受访者建议依托社区、工

作单位开展，60.9%的受访者建议加强志

愿者、社工的垃圾分类指导。

受 访 者 中 ， 来 自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33.5%， 二 线 城 市 的 占 47.2%， 三 四 线 城

市的占 16.4%，城镇或县城的占 2.6%，农

村的占 0.4%。

79.9%受访者表示所在城
市进行了垃圾分类

在上海工作的 90 后陆佳说，在实行

垃圾分类的一年多时间里，从最初的手忙

脚 乱 、 经 常 分 错 垃 圾 ， 到 现 在 的 从 容 应

对，她觉得自己已经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

惯。

“虽然以前也关注过垃圾分类，上学

时 参 加 过 志 愿 活 动 ， 但 真 正 落 实 到 行 动

上，还是因为最近开始了垃圾分类。”家

住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的 90 后 聂 昕 （化 名）

说，北京一开始实行垃圾分类，自己所在

的小区和工作单位就采取了行动，向大家

宣传普及相关知识。

调查中，79.9%的受访者表示，自己

所在城市进行了垃圾分类。94.8%受访者

期待在更大范围推广垃圾分类。

“我住的小区，在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时，大家经常乱扔垃圾，天热的时候，堆

积的垃圾就会散发出难闻的味道，大家路

过都捏着鼻子赶紧走开。”陆佳觉得，随

着垃圾分类的开展，小区公共环境也焕然

一新，“相信整个城市的环境也会因为垃

圾分类而变得更美好”。

“我觉得垃圾分类很有必要。这不仅

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环境，还关系到自然

环境的健康。”聂昕看过一个宣传片，里

面介绍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通过垃圾分

类 ， 可 以 将 一 些 资 源 变 废 为 宝 、 循 环 利

用，有助于可持续发展。

对 于 垃 圾 分 类 的 益 处 ， 调 查 中 ，

78.1%的 受 访 者 认 为 可 以 减 少 环 境 污 染 ，

61.8%的受访者觉得可以提高资源使用效

率，56.9%的受访者认为可以优化垃圾处

理，减少土地负荷。

“目前，我们国家垃圾分类的法治基

础越来越夯实了。”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刘建国介绍，4 月底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开展垃

圾分类试点的城市，也大多出台了地方性

条例，都为垃圾分类的推动打下了法治基

础。“在垃圾处理的能力上，全国生活垃圾

无害化处理得到基本解决，为垃圾分类提

供了硬件设施保障。同时，垃圾分类处理的

设施也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化，特别

是像广州、上海等城市，建立了一批生化处

理设施，分类处理的能力不断提升”。

64.0%受访者建议依托社
区、工作单位开展垃圾分类

陆佳发现，眼下在进行垃圾分类时遇

到了一点小麻烦。“我们小区设立了专门

的垃圾回收站，但有规定的开放时间，早

上 7 点到 9 点，晚上 6 点到 8 点，有时加班

很容易错过扔垃圾的时间，只能暂时堆放

在门口，但在夏天很容易有异味”。

聂昕觉得，垃圾分类虽然已经开始一

段时间了，但自己相关知识掌握得还不太

到位。“我所在的小区，在宣传栏张贴了

宣 传 单 ， 也 有 各 种 回 收 桶 ， 但 是 没 人 指

导。听说有的小区有志愿者指导，还有智

能处理设备，如果能有相关的帮助，自己

在垃圾分类上会更加得心应手”。

对 于 在 垃 圾 分 类 中 存 在 的 困 难 ，

66.8%的受访者指出是分类回收设施不够

完善，59.8%的受访者觉得垃圾回收处理

的技术不到位，54.8%的受访者感觉缺少

垃圾分类的知识。其他还有：对垃圾分类

的认同度不够 （50.0%）、嫌麻烦不愿意分

类 （38.4%） 和 缺 少 相 应 的 奖 惩 机 制

（26.5%） 等。

“如果有更加适合上班族、行动不便

老人的垃圾回收方式，可能会有助于提高

垃圾回收的效率。”陆佳期待垃圾回收站

可以有更加灵活的开放时间，同时也进一

步推广一些智能辅助设备，帮助更多人进

行垃圾分类。

怎样有助于推广垃圾分类？调查中，

64.0%的受访者建议依托社区、工作单位

开展垃圾分类，60.9%的受访者建议加强

志愿者、社工的垃圾分类指导，58.1%的

受访者希望多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的传播和

普及。

刘建国认为，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

程 ，“ 制 度 建 设 需 要 不 断 地 研 究 、 推 动 ，

从而形成长效的机制，比如针对居民和单

位的‘污染者付费’‘不分类多付费’等

差异化收费制度，以及针对生产者的责任

延伸制度，有助于让大家从源头上负起责

任来。”

“ 就 拿 46 个 试 点 城 市 来 说 ， 就 存 在

着 自 然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的 差 别 ， 放 眼 到 我

们 整 个 国 家 ， 大 城 市 、 中 等 城 市 、 农 村

之 间 的 差 异 ， 东 部 、 西 部 的 差 异 ， 也 会

导 致 垃 圾 分 类 的 推 进 存 在 着 不 平 衡 的 问

题。”刘建国认为推进垃圾分类，需要在

城 乡 统 筹 、 因 地 制 宜 上 加 强 ， 避 免 生 搬

硬套。

在 疫 情 防 控 常 态 化 的 背 景 下 ， 刘 建

国认为，可以将垃圾分类与疫情防控结合

起来，相辅相成地推进。“疫情防控和垃

圾 分 类 ， 对 于 社 会 基 层 治 理 的 要 求 是 一

致 的 ， 都 需 要 社 区 、 单 位 的 精 细 化 管

理 ， 需 要 居 民 的 配 合 ， 形 成 规 则 意 识 、

卫 生 习 惯 。 因 此 ， 可 以 进 一 步 把 疫 情 防

控 形 成 的 优 势 ， 转 化 到 垃 圾 分 类 工 作 的

推 进 中 。 同 时 通 过 垃 圾 分类，改善卫生

条件、提升垃圾处理能力，也可以服务于

疫情防控”。

94.8%受访者期待更大范围推广垃圾分类
64.0%受访者建议依托社区、工作单位开展垃圾分类

6 月 29 日 ， 在 浙 江 省 湖 州 市 吴 兴

区环渚街道某小区，志愿者向居民宣传

即将投放的分类投放驿站。小区从原先

20 多 个 垃 圾 投 放 点 减 到 了 2 个 分 类 投

放驿站。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很多人体验了一

把远程办公。有人感觉这样的工作方式轻

松自在，也有人抱怨，远程办公并没有想

象中那么美好。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02 名 受

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6.3%的受访

者有过远程办公的经历。52.0%的受访者

认为远程办公提升了工作效率，19.0%的

受访者认为降低了。63.7%的受访者觉得

远程办公会成为未来的趋势。

52.0%受访者认为远程办
公提升了工作效率

调查中，86.3%的受访者有过远程办

公的经历。

受访者认为远程办公的优势主要是工

作更自主灵活 （68.7%） 和通勤时间减少

（63.3%），51.1%的 受 访 者 认 为 有 助 于 缓

解交通拥堵、促进节能减排，50.2%的受

访 者 认 为 能 促 进 工 作 和 生 活 的 平 衡 ，

42.9%的受访者认为企业能突破地域和国

界，聚集更多高素质员工，30.1%的受访

者 认 为 企 业 可 以 节 省 租 金 ， 提 高 组 织 灵

活性。

“疫情期间，很多事情都是线上处理

的，比如员工安抚、上下游客户沟通等，

很多工作没有因为疫情而中断，就是远程

办公的作用。”深圳金融行业的杨静 （化

名） 认为。

调查中，52.0%的受访者认为远程办

公提升了工作效率，19.0%的受访者认为

降低了效率，29.0%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我们今天跟一家保险公司开了一个

电话会议，往常都要去现场，但现在用语

音电话就都解决了。”杨静觉得远程办公

确实提高了效率。

受访者认为远程办公也存在工作和生

活 界 限 模 糊 （50.2%）、 少 了 灵 感 的 碰 撞

（46.6%）、 沟 通 成 本 提 高 （41.0%） 的 问

题 。 其 他 还 有 ： 员 工 工 作 效 率 降 低

（37.0% ） 、 少 了 下 班 后 的 轻 松 感

（30.6%）、缺乏工作氛围 （45.1%）、监管

和考核员工增加了难度 （28.9%） 以及团

队凝聚力受到影响 （25.4%） 等。

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员工李楠 （化名）

说，现在线上办公从硬件上来说完全能够

实 现 ， 但 沟 通 成 本 太 高 了 。“ 会 议 特 别

多，以前说一句就解决了，在家就得开远

程会议，占用很多时间。而且在家办公没

有 下 班 的 概 念 ， 一 天 24 小 时 都 在 办 公 ，

随时有人找就得随时解决，而在公司上班

的话，下班就是下班了”。

“ 不 见 面 可 能 不 能 完 全 领 会 对 方 意

图，达不到现场沟通的效果。”杨静认为

还是要线上线下结合，比如减少不必要的

会面，等到所有事项沟通得差不多时，再

见面把不确定的事情沟通好。

“疫情期间天天在家，对客户的第一

轮第二轮拜访全部都是在线上，不能直接

交流，大大降低了沟通速度，降低了成单

的概率，因为对方只能从只言片语里了解

商 品 情 况 。” 北 京 某 外 企 销 售 张 欣 （化

名） 认为，是否选择远程办公要视情况而

定，“我们目前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就

很好”。

63.7%受访者觉得远程办
公会成为未来趋势

在 北 京 某 设 计 公 司 上 班 的 肖 扬 （化

名），每天通勤需要 3 个小时，“疫情期间

远程办公确实让我省去了在路上的时间，

刚开始我非常高兴，觉得可以睡懒觉了，

但时间一长，发现自己反而更累了，在家

电话、微信就没有停的时候”。

远程办公，28.7%的受访者觉得更累

了，38.4%的受访者觉得轻松了，32.9%的

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肖扬说，现在线上办公非常方便，处

理比较紧急的事情确实更加便利，但也增

加了很多不必要的工作。比如，以前都是

有重要的事才开会，会议效率很高，现在

线上视频会随便就能开，“几乎每小时一

个会议，但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会都是可有

可无的，议而不决，浪费时间。还有些工

作，以前我们交出去就到下一个流程了，

现在拉个微信群，反过来再让我们审核一

遍，平白增加了工作量”。

调查中，受访者认为远程办公最需要

的是网络、软件等基础设施 （66.2%），安

静 的 工 作 环 境 （64.2%） 和 个 人 自 制 力

（60.2%）。其他还有：创新管理模式和考

核制度 （50.8%），定期联络，保持员工归

属感 （35.4%）。

调查中，63.7%的受访者觉得远程办

公会成为未来的趋势，13.3%的受访者觉

得不会，23.0%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没有线下业务、不需要线下工厂生

产的企业可以尝试线上办公，比如游戏开

发、媒体行业等。”杨静觉得，远程办公

会成为一个趋势，但不可能完全取代线下

办公。

受 访 者 中 ， 00 后 占 4.7% ， 90 后 占

40.7%，80 后 占 42.2%，70 后 占 9.7%，60
后 占 2.3%。 一 线 城 市 的 受 访 者 占 34.3%，

二 三 线 城 市 占 59.5%， 四 线 城 市 占 5.4%，

其他占 0.8%。

52.0%受访者认为远程办公提升了工作效率
远程办公，38.4%受访者觉得轻松了，28.7%受访者觉得更累了

新华社发 徐 骏/作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小学“锻炼体质 追逐梦想”亲情体育节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体育

中心举行。图为小学生在展示花样跳绳。 新华社发（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