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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甜，早上好！”“赵老师好！”每周二上午7时50分，文

翰小学体育老师赵海强来到校门口，笑容满面地跟一年级学

生甜甜（化名）打招呼，并把她安全送到位于2楼的教室。

新学年已经过了两个多月，甜甜在学校适应得很好。早

上，她在奶奶的带领下来到学校，老师背着她进课室。她和

同学们一起吃早餐，和好朋友说说笑笑。

如此平静快乐的小学生生活，对甜甜一家人而言，原本

是无法想象的。从小患有先天性肌营养不良病的甜甜，肌肉

力量不足，无法站立行走，此前并未系统地上过幼儿园。

得知这一情况后，学校不但没有拒收甜甜，还组织师生

伸出了援手。开学前，学校为甜甜和家长提供了心理辅导；

甜甜的课室在二楼，体育科组的老师列了排班表，每天轮流

抱她上下楼；班主任更通过主题班会，号召全班同学关心照

顾她。师生们用爱心为甜甜架起了抵达梦想学堂的“人梯”。

非法搜查他人住宅
处有期徒刑或拘役

■案例简介
姑娘小张与同村青年小李长大后

谈起了恋爱，但小张的父亲嫌小李家

经济条件不好，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

并托人另外给小张找了人家。为了反

抗包办婚姻，小张在一天晚上偷偷从

家中跑出，找到了小李，两人乘夜深人

静，悄悄离开了村子。第二天，小张的

父亲四处寻找，不见女儿的踪影，便恼

羞成怒，带领自己的儿子、侄子等一伙

人闯入李家，逼迫李家交人，致使李家

八十多岁的奶奶又惊又吓，竟一病不

起，一个多月后就去世了。张某带人

私闯民宅的行为，已构成了非法侵入

住宅罪。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

刑二年。

■部门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9条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

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

侵入公民的住宅。”《刑法》第245条
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或者拘役。张某没有正当理

由而非法闯入李家，并造成了不应有

的危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相关链接
11月12日至12月5日，每逢周五

至周日，南海区普法办、南海区司法

局、南海区教育局联合举办“党在我

心”主题微信学法

大赛参与游戏答题

有机会获得微信红

包等丰厚奖品，详

情可关注“南海普

法”微信公众号。

11月14日是联合国糖尿

病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糖尿病

健康管理”。借此机会，桂城医

院内一科医护人员就糖尿病发

病机制、国内糖尿病现状和趋

势、糖尿病的综合管理及市民关

注的热点话题进行逐一讲解，让

大家学会在日常生活中科学有

效地应对“甜蜜的负担”。

“糖友”逐渐年轻化
糖尿病临床以高血糖为主

要标志，常见症状是“三多一少”，

即多饮、多尿、多食以及体重减少

等，部分患者还会出现皮肤瘙痒

的情况。血糖显著升高可能会

出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高渗性

昏迷等急性并发症，久病还可引

起大血管、微血管受损并危及心、

脑、肾、眼、神经、皮肤等多脏器组

织，应积极预防和治疗。

“糖尿病患者逐渐年轻化，今

年，桂城医院内一科就接待了许

多30~40岁年轻的糖尿病患者，

许多上班族甚至年轻的大学生

都已经患有糖尿病。”桂城医院内

一科护士长董丽秀回忆，自己就

曾接诊过一位25岁的男性患

者，“他喜欢喝各种碳酸饮料，几

乎把饮料当水喝，平时也不爱运

动，体重属于超重状态。”在桂城

医院内一科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

后，该患者血糖控制在基本稳定

的状态。出院后，医护人员给予

其居家胰岛素注射治疗，并指导

其改正饮食和生活习惯，进行自

我监测血糖等，目前血糖处于正

常状态。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已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过多地摄入“续命奶

茶”和“肥宅快乐水”都有可能

会患上“糖尿病”。“虽然摄入过

多糖分不会直接导致糖尿病，

但会让人长期处于高血糖状

态，给我们的胰腺系统造成巨

大的负担，哪天胰腺一旦累了，

无法分泌胰岛素就会诱发糖尿

病。”董丽秀说。

五招防控糖尿病
董丽秀介绍，糖尿病是一

种自我管理的疾病，目前尚无

彻底根治糖尿病的方法，但“糖

友”们可以通过糖尿病的饮食

治疗、运动治疗、药物治疗、糖

尿病患者教育和血糖自我监测

五个方面着手控制血糖。

其中，饮食治疗是治疗糖

尿病的基本措施。“一般进食要

定时定量，进餐顺序为汤类、蔬

菜到肉类再到主食，主食建议

适当摄入。”董丽秀介绍，这样

的用餐顺序能减少主食的摄

入，肉类需要选择“白肉”如鱼

肉、鸡肉、虾等少脂肪的优质蛋

白，不吃“红肉”如猪肉、牛肉、

鹅等。而水果应在两餐之间或

运动前、后食用，糖尿病早期治

疗期间不建议食用水果。

此外，运动强度和时间长短

应根据病人的总体健康状况来

定。董丽秀建议“糖友”们每日进

行半小时以上适当的有氧运动，

如打篮球、散步、健美操等。而老

年人在血压、血糖不平稳的情况

下不适宜进行中高强度运动，进

行低强度运动时也需有人陪同。

而药物治疗包括口服药物

治疗和胰岛素规范化治疗，或者

两者兼用。其中住院期间使用

胰岛素治疗，推荐使用胰岛素泵

治疗。胰岛素泵其实是通过将

针头埋入皮下，连接管路和泵，

通过患者的体重计算每日机体

所需胰岛素的量，使胰岛素的输

入更符合人体的基本需求，稳步

调整患者的血糖情况，并且减少

每日穿刺的次数，病人的舒适度

和治疗效果得到更好的提升。

董丽秀表示，健康教育也

是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之一。尤

其是接受胰岛素居家自我注射

的患者，更要掌握胰岛素注射

的技巧和方法，包括药物的保

存、注射的部位、注射的剂量、

消毒的方法等。“糖友”需要通

过医护人员的教学指导并通过

考核后，才能安排出院。

目前，在桂城医院接受过治

疗或者已经治疗好转出院的“糖

友”会有一个糖友微信群，科室

会定期在群上发布网上课程，帮

助他们了解更多的糖尿病健康

知识，“糖友”们生活中有任何疑

问都会在微信群询问医护人

员。桂城医院内科通过一对一

辅导、发放相关的手册、扫二维

码听课三个手段让“糖友”了解

糖尿病的相关知识，也会不定期

开展糖尿病健康教育讲座及义

诊，有兴趣的市民可关注咨询。

爱心“人梯”撑起甜甜的上学梦
南海区文翰小学老师每天轮流抱行动不便的甜甜上下楼，同学给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看甜甜上学

的励志视频

医院教你应对“甜蜜的负担”
桂城医院内一科不定期开展糖尿病健康教育讲座，市民可关注咨询

南海普法

“上学难”问题解决后，学校开始思考，如何

让甜甜“上好学”。

学校德育处副主任陈韵滢介绍，硬件设施

上，校门口的无障碍通道、教学楼每层配置的

无障碍卫生间，让甜甜拥有更安全便捷的校园

生活。

考虑到甜甜无法到操场活动，黄老师会在

每节体育课安排几位小朋友陪她聊天，教她如

何浇花、打扫卫生、擦黑板。“这些事情不用她去

做，但她要懂，因为她就是我们班级的一员。”黄

老师的语气中充满了坚定。

开学短短两个月，甜甜身边的人都能感觉

到，她变得更加活泼爱笑了。在家里，“妈妈，我

什么时候能去学校呀？”成了她最近的口头禅。

“学校所做的一切，一方面切实化解了我们

全家人的忧虑和孩子的实际困难，也充分弘扬

了教师队伍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正能量。他

们是国家‘双减’政策下最好的践行者。”姚女士

说。

不久前，桂城街道教育办收到了甜甜爸爸

亲笔写下的一封感谢信。他们一家还向学校送

去了一面锦旗，上书“用爱谱写教育，用心哺育

幼苗”，这面锦旗，如今挂在了学校体育科组办

公室的显眼处。

“文翰小学的校风‘明德日新’、教风‘履中

致和’、学风‘弘毅尚善’，这些都不是高高在上的

标语，而是融入身边的每一件小事中，让老师们

能够站在最公平和最合适的位置关爱孩子，让

学生们能在给予他人温暖时，自己也成长为坚

毅善良的好孩子，这也

是我们践行‘美育桂

城，学载未来’追求的

具体做法。”文翰小学

办公室主任黄毅聪说。

上了小学的甜甜，

依旧喜爱画画。她笔

下的鲜花、蓝天、蜜蜂、

蝴蝶，变得更灵动而鲜

艳了。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甜甜的家人为她报名入读文

翰小学。学校方面传来的消

息，令他们惊讶又感动。

9月1日上午，文翰小学

校长张启强照例在校门口欢

迎孩子们上学。当看到一位

老人推着坐在童车上的孩子

进入校门时，敏锐的他意识

到这位学生可能有困难，于

是主动上前询问。这一问，

让张启强的心都揪在了一

起，为行动不便的孩子，也为

年迈的奶奶。

第二天，张启强组织学

校行政班子及班主任了解情

况，商量办法，并第一时间安

排了家访，为孩子和家长提

供专业心理辅导，解决他们

的实际困难。

甜甜所在班级位于二

楼，家里原来决定由奶奶送

她上学并背她上下楼。了解

情况后，学校主动向上级部

门申请开通电梯，在电梯开

通前，安排体育科组的老师

轮流抱甜甜上下楼。

8位活力四射的体育老

师欣然接过了这一任务。在

这段短短的“旅程”中，他们

也用关爱和笑容温暖了孩子

的心。“甜甜非常可爱，刚开

学的时候还比较腼腆，不好

意思让我们抱。我们就会在

她来上学的时候主动跟她聊

天，现在，她都会主动分享在

学校的趣事了。”学校体育老

师赵海强说。

班主任黄老师面临的情

况则更复杂一些。刚得知甜

甜的信息时，她既惊讶又心

疼，同时也有一点忐忑：要怎

么做，才能帮到孩子和她的家

人？在学校的支持下，她决定

发动师生的力量，循序渐进地

为甜甜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我们这次班会课的主

题，叫作友爱同行。大家心

中的爱，是什么样的？”课堂

上，黄老师循循善诱，从“爱”

这个主题巧妙引入，让同学

们思考，自己能够为行动不

便的甜甜提供哪些帮助。

一堂课后，甜甜收获了

“拿作业小帮手”“老师的传

声筒”……孩子们一个个走

到她的桌旁，把稚嫩的小手

放在她的手上。面对镜头有

些拘谨的甜甜，在好朋友的

拥抱下，甜甜地笑了。

“我今年 6岁了，在文翰

小学读一年级。”在记者面前，

甜甜回答问题思路清晰，听到

错误的理解还会认真地纠

正。跟其他同学唯一的不同

是，她的步行工具，是一辆蓝

色的儿童车。

学校里，她骑着自己的蓝

色小车，不时用腿往地上蹬几

下，穿行于走廊与教室之间。

教室里，她的椅背前放着一个

大大的粉色书包，以支撑力量

不足的腰背部。

第一节课开始了，甜甜

62岁的奶奶站在教室后，默

默观察着孙女。开学后一

个多月，因为甜甜对家人的

严重依赖，从周一到周五，

奶奶每天上午要往返学校 4
到 6次，接送她上下学、给

她拿早餐、抱她上洗手间

等。

“孩子手没力气，别人写

完两题，她只能写一题。”说到

这里，奶奶又乐观了些：“现在

比以前好，一开始孩子连头都

很难抬起来。”上小学前，甜甜

都在家人的陪伴下，努力地做

康复训练。她喜欢画画，因为

上不了幼儿园，画画几乎是她

幼年唯一的“玩伴”。

大课间，甜甜由老师推

着，来到教学楼走廊边，出神

地望着楼下正在做广播操的

同学们。

“我也想和大家一起玩。”

她说。甜甜的妈妈此前花了

很长一段时间才从孩子生病

的困扰中走出来。采访当天，

她一袭白衣黑裙，温文尔雅地

讲述家里的情况。

她与丈夫一个在桂城上

班，一个在广州上班，平时孩

子都由爷爷奶奶照顾。因为

甜甜的特殊情况，6年来，这

个本该平淡幸福的小家庭经

受了太多困扰。

今年开始，他们又增添了

新烦恼：孩子行动不便但智力

正常，是否有希望上小学？上

了学，安全如何保证，又能否

跟上班级的教学进度？

一个“想跟大家一起玩”的简单愿望

一趟抵达梦想学堂的“爱心之旅”

一个被温暖治愈的
特殊家庭

文/珠江时报记者罗炽娴 通讯员邓付生陈韵滢

图/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文/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实习记者张雅琪 通讯员严翠碧

■课间，甜甜与同学在走廊玩耍。

■桂城医院开展糖尿病健康教育讲座。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