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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线

想学做饭、尝试摄影、仰望星
空……中学生如何既享受假期又
不虚度光阴？暑期第一天，普陀区
首个“暑期成长动力营”在该区十个
街道同步启动，将专业的心理成长
课程送到学生“家门口”。这场由普
陀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牵
头，联动学校、社区、卫生部门打造
的“教联体”协同育人项目，以创新
的时间管理训练和未来规划引导服
务，助力更多青少年快乐健康成长。
“假期中怎样安排能让自己既

保持专注，又轻松快乐地度过？还
想挑战什么让自己取得意想不到的
进步和惊喜呢？”昨天下午，在长寿
社区活动现场，中学生们在心理老
师的带领下化身“时间魔法师”。
在“暑期时光拼图”环节，同学

们将学习、运动、娱乐等图标拼贴成

个性化时间表。在“时间魔法交流”
中，同学们又互相写下时间管理建
议，如“试试番茄工作法”“每天设定
小目标”等，增进了友谊，也收获了
实用技巧。
“暑期是充实自我的好机会，作

业、预习、锻炼迎接中考都不能少。”
陈心怡同学分享道，她计划用画画、
听音乐来放松，同时备战美术考级，
将学习与兴趣巧妙融合。王麒翔同
学则计划用闲置相机拍摄汽车、消
防设备，同时预习物理、化学，在学
业与兴趣间寻找平衡。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心理成
长营创新设计了“未来观测日志”环
节，同学们用彩色卡纸重构“时光拼
图”，并绘制“近期好心情计划”与
“长远职业畅想”。

“虽然想做的事情多，但坚持每

天列时间计划表，会更有条理，在此
之下突然觉得目标不再遥远。”初一
年级的包澄好手持彩色卡纸作品，
在1分钟快闪展示中赢得热烈掌声。
区心理教研员温暖老师还向每位同
学赠送“时间管理工具包”，鼓励他
们将创意方案转化为暑期行动。
为何探索将心理健康融入暑期

场景？普陀区教育学院德育研究室
副主任朱卿说：“我们希望借助心理
教育，帮助孩子卸下上学期的压力
包袱，珍惜眼前时光，也为新学期做
好心理铺垫。家门口的心理成长
营，把心理课堂从校园延伸到了社
区街镇。大大拓宽了心理服务的半
径，助力孩子们培养积极心态，提升
自我规划的能力。”

实习生 徐一白

本报记者 马 丹

“食脑虫”不是虫但
致死率高
王新宇说，网上说的“食脑虫”

并不是一条虫，而是一类喜欢自己
“漂泊”的单细胞小生物，学名叫自
由生活阿米巴。里面最“臭名昭著”
的有三种：福氏耐格里阿米巴，一旦
冲进鼻腔，可沿着嗅神经钻进大脑，
引发急性阿米巴脑膜炎，进展飞快；
巴拉姆希阿米巴，更喜欢通过皮肤
小伤口或吸入尘土慢慢进入体内，
病程更长；棘阿米巴常见于隐形眼
镜相关角膜炎，偶尔也攻击大脑。
为什么以前几乎没听说，现在

突然“暴发”？王新宇说，其实在中
国，这类病属于极罕见事件，一年到
头全国也难得见到一两起。再加上
过去诊断手段有限，很多急性脑膜
炎在没有分子检测前都“查无此
虫”。如今媒体传播速度快，一有病
例曝光就容易刷屏，看上去像是“突
然多了”，其实只是以前没被发现、

没被报道。2年前，也有一名来自
贵州的母亲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自己
6岁儿子在海边游泳后感染“食脑
虫”狒狒阿米巴原虫致脑病的经历。
媒体报道，与“食脑虫”过招，为

什么病死率那么高？王新宇解释，
其钻脑“捷径”太快，福氏耐格里阿
米巴通过嗅神经直抵大脑，几乎绕
过人体免疫“哨卡”，留给免疫系统
反应的时间很短。第二，繁殖速度
惊人，当它进入中枢神经后，温暖富
营养的环境让它数小时就能分裂一
代，周围组织很快坏死。雪上加霜
的是，人体免疫大军杀到时会释放
大量炎症介质，引起严重脑水肿和
颅内压升高，本来想救火反而扩大
火情。因此，必须在脑脊液或病灶
组织里找到阿米巴或做分子检测，

基层医院常常做不到“立等可取”，
错过宝贵时间。
王新宇说，这种病早期易被误

诊，起初只是“发烧＋头痛”，不少患
者被按普通病毒性脑膜炎处理，等
真相大白已错过治疗的最佳窗口。
治疗方面，很多有效药分子大、毒性
强，穿越血脑屏障困难，高剂量应用
又容易带来副作用。

鼻腔被水猛冲是典
型感染途径
暑期旅游旺季，水边是孩子们

最爱去的场所，还能不能愉快地玩
水游泳？会不会遇到“食脑虫”？王
新宇解释说，要警惕但别恐慌。“食
脑虫”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一旦进
脑，病死率很高，发病后常在一周内

迅速恶化。早期症状就像普通脑膜
炎——高热、剧烈头痛、呕吐、脖子
发硬，很容易被当成细菌或病毒感
染，但感染概率的确极低，哪怕在我
国南方气候温暖地区，跟自由生活
阿米巴正面“相遇”的机会也微乎其
微。此外，预防并不难，只要避开高
风险动作，风险基本为零。近年来
多药联合已有成功救回的病例，只
是需要极早识别、极早用药。

王新宇表示，夏天在湖泊、温泉、
河道、戏水池潜水、跳水，鼻腔被水
猛冲是最典型的感染途径。有人用
洗鼻壶冲鼻，如果水没煮沸或消毒，
就给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开了后门。
此外，棘阿米巴最爱脏水配隐形眼
镜，严重可导致角膜溃烂甚至失
明。尤其是园艺、摸泥、养花时，巴

拉姆希阿米巴可能从小裂口潜入。
不过，王新宇强调，在海边和正

规泳池感染的概率是很小的。因为
海水盐度高，正规游泳池余氯充分，
这两种环境基本“劝退”阿米巴，感
染记录凤毛麟角。
王新宇还介绍了简单几招，首

先是玩水的时候不要让水呛鼻，尽
量不要让水柱直冲鼻孔，洗鼻时用
生理盐水或纯净水，尽量不要直接
用自来水，也不要戴隐形眼镜泡温
泉和游泳。
万一真中招，身体也会给出一

些“报警”。王新宇说，如果在“温
暖淡水呛鼻”后一两周内，出现高
烧、剧烈头痛、恶心呕吐、颈脖僵
硬，甚至很快意识模糊，务必立刻就
医，并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在哪个
水域把水呛进鼻子了。医生会根据
患者情况，多药联合加上控制颅内
压，国内已有成功抢救的报道。总
之，“食脑虫”名字吓人，本事也毒
辣，但它并不神出鬼没，更不是随便
玩水就会找上门。了解传播途径，
遵守几条简单的用水卫生原则，就
能把风险降得比被闪电击中的概率
还低。 本报记者 左妍

游泳呛鼻感染“食脑虫”致病危？
专家：避开高风险行为，感染概率极低

对大部分人来说，外
滩源是打卡上海的景点。
而对上海市同济黄浦

设计创意中学的同学们来
说，外滩源，是“家”，也是
一间满足所有探索可能的
“教室”。位于虎丘路95
号的虎丘路校区，前身是
建于1908年的永兴洋行，
学校周边很多老房子都藏
着自己的故事，同学们把
一次次探访的成果，制作
成游戏卡牌、桌游、冰箱
贴，希望更多人来到这里，
不仅是走马观花；也有同
学发现了游客的“痛点”，
为他们设计了外滩源专属
“停车地图”。

日前，该校以“设计未
来：从课堂到世界的创意
旅程”为主题举办上海市
推进特色普通高中建设项
目学校展示活动，记者在
展示活动现场见到了来自
同学们的巧思。
“人工智能时代，什么

样的人不会被AI替代？
黄浦江畔的百年校舍，如
何成为未来人才孵化器？
当内卷成为社会焦虑，教
育能否回归育人的本质？”
校长张咏梅说，办学8年
来，这始终是学校探寻的
答案。通过空间改造，“思维丛林”
“创新沙滩”“生态绿线”“智慧球
场”等特色空间学校让老建筑成为
设计思维的载体，鼓励同学们在开
放的空间发现问题，头脑风暴，制
作模型，设计方案，解决问题。展
示活动现场，外滩源历史建筑群成
为师生创意集市的背景——同学
们走出教室，将AI艺像工作坊、机
械绘境实验室、积木理想国沙盘、
再生造物研究所等八个互动站点
沿街展开，展示教学成果，也将公
益所得捐赠给黄浦区对口帮扶的
云南省相关学校。高一女生周以
宁、唐恬昕、李承萱组成了“鸟它
鸟”队，正在一张她们用乐高积木

搭建的巨大外滩源街区地
图前，鼓励路人为这片未
来街区添砖加瓦。手机
里，则保存着她们走访社
区时另一项值得骄傲的成
果——她们了解到，附近
山北小区成立的苏州河护
河队已有15年，正在筹划
通过何种方式，让周边居
民对这项活动有更深入了
解。于是，几个姑娘觉得，
发挥自己特长的时候到
了。由小唐担任主设计
师，一张“温感”明信片在
她们手中诞生了，将鱼钩、
垃圾袋等河道垃圾抽象成
图形，组合成“江河”二字。
教导处副主任徐琤雅

介绍，高中阶段，学校按照
“个体、人际、社会、全球”
这四个模块，循序渐进设
计了“设计我的个人名片”
“设计我的健康生活”“我
们的梦想舞台”“我们的理
想学校”“为社区和谐发展
出力”“为未来设计一座
桥”“为可持续发展而设
计”“为需要帮助的人群而
设计”等8个项目，从引导
学生关注自我成长开始，
逐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更让每个学生在高中
阶段都有“不只是为了考

试”的学习经历。2023届毕业生
马婧媛觉得，“从需求出发的设计
思维”是高中阶段自己最大的收
获。“就像社区改造项目教会我的：
先要以用户为中心，深入调研商户
和居民的真实诉求，再动手设计。
现在在大学做纺织品设计，我依然
坚持这套方法论。”马婧媛说。“在
高中，我从没抱怨过‘学这有什么
用’，比如作文能力不强会影响项
目路演稿质量，英语语法薄弱会让
话剧剧本漏洞百出。项目化的学
习让我明白，所有知识终将在某个
时刻‘派上用场’。”2021届学生胡
泽乾感叹。

本报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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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蓝点亮童心

“心理成长营”开到家门口，引导学生当“时间魔法师”

如何享受暑期又不虚度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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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名家长在社交平台的求助信息引
起广泛关注。该家长带5岁女儿于6月7日和6
月14日去游泳和泡温泉后，孩子出现头痛、低
热、呕吐、抽搐的情况，后昏迷不醒，并转入重症
监护室治疗，被检出感染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原
虫，即俗称的“食脑虫”。由于患儿出现脑疝，无

法自主呼吸，多家医院表示已无救治希望。
“食脑虫”到底是什么？它真有这么吓人

吗？万一感染了是不是等于宣判“死刑”？针
对公众最关切的问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王新宇带来科普答疑，一次讲清
关于“食脑虫”的真相。

崇明区消防救
援支队日前联合向
化镇开展消防安全
宣传活动，为42名
辖区留守儿童及困
难家庭儿童送上融
合消防安全教育与
红色文化熏陶的
“成长大礼包”。活
动中，消防员利用
卡通动画演示家庭
火灾隐患排查，尤
其针对留守儿童独
自在家的场景，设
计了“燃气泄漏三
步法”“家电断电小
口诀”等实用技能。

图为孩子们在

消防员带领下参观

消防站

本报记者 张龙

通讯员 黄海华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