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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学生边输液边做题”引发热议

多地发通知要求师生不带病上班上课
今年流感高峰

将早于往年到来

11月25日，“首都教育”微信
公众号发文，强调一切应以孩子
身体为重，学生患病期间作业一
律不做硬性要求。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
表示，要最大限度保障学生健康
安全，做好师生健康监测，确保师
生不带病上班上课。做好线上线
下教学有序衔接，对因病缺勤的
学生，就近期课堂教学重点，学
校、班级及时与家长沟通对接。学
校对学生患病期间的作业一律不
做硬性要求，不建议患病期间赶、
补作业，一切以孩子身体为重；引
导学生科学佩戴口罩，坚持勤洗
手、常通风，适度锻炼，增强体质
和免疫力。

考虑呼吸道疾病病程特点，

家长要让孩子充分治疗和休息，
即使身体好转也不着急返校复
课，巩固好身体，利用丰富的线上
教学资源居家学习；帮助孩子均
衡膳食，规律作息，带动孩子养成
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

北京市疾控中心及北京儿童
医院专家介绍，本次呼吸道传染
病呈现多病原共同流行的趋势，
从部分医院门诊就诊情况来看，
肺炎支原体的流行强度已下降至
儿童呼吸道传染病第四位，目前
儿童呼吸道传染病排名前三位的
分别为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
病毒。当前流感处于流行期，较往
年有所提前，预示着今年的流行
高峰也将早于往年到来。

对患病未愈学生
作业不做硬性规定

11月27日，山东省教育厅印
发通知，倡导广大师生牢固树立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有效应
对当前多种传染病叠加流行风
险，最大限度保障师生安全健康。

通知中提到，做好因病缺课缺
勤师生登记追踪，严格落实健康管
理、晨午检和传染病报告等制度；
全面落实“双减”要求，注重课堂教
学提质增效，建立高质量作业设计
机制，全面压减作业总量。

根据学生身体状况，制定差
异化教学设计，对患病未愈学生

的知识学习和家庭作业不做强制
硬性规定，不建议患病期间赶、补
作业。

当学生出现发热、咳嗽等症
状时，学校应及时为学生佩戴口
罩，并提醒居家(宿舍)休息；如果
症状较重，应做好个人防护，尽早
前往医院就诊，其间避免参加集
体活动和进入公共场所。

该通知还建议小学生每天睡
眠时间应达到10小时，初中生应
达到9小时，高中生应达到8小时。
中小学校要统筹现有办学条件和
设施设备，因地制宜创造学生午
休条件，有效保障中小学生午休
时间和睡眠质量。

此外，对患病居家学生，学校
应密切关注学生心理变化，减少
过度学习焦虑，身体好转后不急
于返校复课，患病学生可利用中
小学国家智慧平台等线上教学资
源居家学习。

11月23日，“山西疾控动态”
微信公众号发布健康提示：为积
极做好秋冬季呼吸道传染病防控
工作，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健康提示公众和相关单位要积极
采取科学、规范的防控措施。措施
中提到：学生出现身体不适时应
立即报告，避免带病上课。

孩子出现呼吸道症状后，注
意观察病情变化，如果孩子出现
持续发热、剧烈咳嗽、病情反复，
要及时就医。家人照顾患者、陪同
就医时，也要戴好口罩，做好自我
防护。孩子确诊后应遵医嘱治疗，
居家休息，避免反复就诊。

11月24日，河北省邯郸市疾
控中心也发布防控提醒措施，措
施中同样明确：教师和学生感染
流感、新冠、肺炎支原体后，不得
带病上班上学；学生出现身体不
适时应立即报告，避免带病上课。

据中新社

记者 李静 王开智

记录渐行渐远的人生轨迹

2023年年初，王赢和杨欢决
定辞职，一起做视频账号，闯入
流量江湖。

1月22日，王赢翻出一张中
学毕业照。照片上的女同学留着
厚厚的齐刘海，男生一水的斜刘
海。在收纳箱里，王赢还找到一
本压在答题卡下面的同学录。留
言里，最多的字眼是：“勿忘我”。
可是，很多人逐渐被遗忘。

王赢和杨欢曾经一同就读
于湖湘丘陵地带的沧山乡中学，
两人一直没有“断联”。王赢尝试
拨打同学录上的电话号码，有的
已经变成了空号。他们便产生了
回访老同学的念头，去记录那些
渐行渐远的人生轨迹。

王赢说：“我们可能都不太
愿意承认朋友是个阶段性的事
情，很多人毕业以后，就很难再
见上一面。我还想再见一次，去
看看十年后，大家过得怎么样，
在做什么。”

杨柳的父亲早些年在东莞
办工厂，他成了班上的“富二
代”。后来，父亲因赌博破产，杨
柳在镇上读完高中后，只能独自
外出打工。如今，他在广东做着
安装空调的工作，住在300元一个
月的出租屋，还要照顾生病的父
亲。面对很多无法左右的事情，
杨柳说，“我真的没的选择。”

这是王赢记录下的同学故
事之一。“似乎一切都是在那个
当下最好的选择。”王赢说。

另一条视频讲述了曾经班
里“大姐大”的故事。张精初中毕
业后，没有继续读书，她去了东
莞，在工厂“打螺丝”。后来，她到
美容院上班。“莞漂”的十年，她
结识了现在的丈夫，生育了一个
孩子。为了平衡照顾奶奶和赚钱

养家的需求，她去年带着女儿回
到老家做起农村短视频。

命运齿轮如何转动

在流量之下，出现了很多回
访老同学的视频账号。有网友
说，“王赢不输”是这类视频的原
创作者，而“在下辉子”做出了爆
款，并且现在已经积累了400多
万粉丝。

辉子聚焦的话题是，高考考
得最好的那些人，现在过得好
吗。辉子高中就读于辽宁省本溪
市高级中学，2013年辽宁省文理
科状元都是他的校友。他所在的
班级，同学遍布于各大985、211高
校，李雪琴也出自这个班。

命运齿轮转动下，辉子的同
学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人生状
态。他们有的成了名人，有的成
了精英，也有人选择了平凡顺遂
的生活模式。

在辉子发布的视频中，阿舒

这一期浏览量最高。阿舒就读于
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现在
是大连事业编的老师。高中时
期，同学都很喜欢阿舒。但高考
之后，她就“消失”了。阿舒坦言，
不联系是因为自卑。这种情绪，
现在才有些释怀。“我佩服那些
有自己的目标，然后为之努力并
且成功的人。”阿舒说。

评论区中，有网友表示，“她
是目前拍的同学中最快乐的一
个。”“活得很真实。”

辉子的视频不断更新，让大
家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同学的现
状。对于他创造出流量奇迹的原
因，有网友评论说，“在他的视频
里面，让人看到真实的脆弱和生
活的真相，看到生活的投射和自
己的影子。”

承担选择的结果

与辉子不同，“东软鹿晗”选
择了另一条视频赛道———“高考

考得不好的那些人”。
在“东软鹿晗”的记忆中，

高中时期，每天上学放学，大家
好像走的是一样的路。但是现
在，大家的道路出现了很大的
差异。

他联系同学想拍摄视频时，
难免会被拒绝。被拒绝的原因有
两个：“过得不好或者害怕镜
头。”

“‘在下辉子’的同学关注更
多的是理想，我觉得我们同学关
注更多的是生活。”但是，在录制
视频过程中，“东软鹿晗”总会问
两个问题：你高中的理想是什
么？现在如果回到高中，你会想
做什么事？

实际上，他想知道，后来，大
家能否承担起当初的选择。

“东软鹿晗”的很多同学都
是读了大专，毕业后在工厂打
工。“大部分同学其实在高中都
比较迷茫，看不清未来是什么样
子。很多人感觉现在的生活还不

错，不过还有一部分同学没有过
上自己曾经想要的生活。”

当然，也有人“逆风翻盘”。
在“东软鹿晗”看来，小杜是同学
中特别有韧性的一个。小杜说，
自己高中学习成绩不好，经过两
次考试从专科升入本科，又经历
两次考研才上岸。“他变得不一
样了，生活经历不一样，对社会
认知不一样。”这是“东软鹿晗”
重逢后对小杜的印象。

自己就是主角

过去，“东软鹿晗”没有意识
到初中和高中有多么重的分量。
毕业以后，他跟很多同学都失去
了联系。对于重逢，他既害怕又
期待。真正见面后，“东软鹿晗”
才觉得，“那段日子永远无法被
替代，曾经的记忆被串联起来，
了解到很多自己看不到的生活
的另一面。”

拍了这么多期视频，“东软鹿
晗”最想表达的是，“虽然我们大专
毕业，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丰富多
彩，但是我们也在努力活着。”

回访老同学过程中，他从最
初那个讲故事的人，变成看故事
的人，后来又变成“照镜子”的
人，开始反观自己的生活。小时
候，他家里条件不错，但大学临
近毕业时，家中破产。对于这样
的落差，他一时无法接受。爸爸
跟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爸爸给你留不下什么，一切都
要靠你自己。”大学时，他学习计
算机专业，可这并不是他喜欢的
专业。毕业后，他从事视频剪辑
工作。在换过几次工作后，他决
定抓住流量风口来创业。

对于即将到来的30岁，“东软
鹿晗”有很多话要说。“30岁，意味
着人生角色变得多了起来。”他
想把自己这些年的故事拍成一
部纪录片，在那个故事里，“我就
是主角”。

当前，全国多地进入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儿童感染人数增多。近
日，“学生边输液边做题”这一话题引发关注与热议。对此，多地发布通
知，倡导合理安排，不带病上班上课。

在“后来的我们”里，很多人看到了自己
回访老同学短视频爆火背后：十年命运齿轮如何转动

初中和高中时期，曾是很多人想要努力翻越的“高山”。翻过去，大家说着再见，很多人就真的没有再
见。“王赢不输”“在下辉子”“东软鹿晗”，他们拨通时空电话，和老同学久别重逢，想看到大家毕业后奔赴
了怎样的人生。他们命运的齿轮是如何转动的？有没有成为当初想成为的人？生活处境和人生态度发生了
哪些变化，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些变化？

匆匆十年过去，不同的人生被浓缩在短短几分钟的视频里。在这些故事里，很多人从中看到了“自
己”。

王赢 “东软鹿晗”“在下辉子”（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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