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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帮忙带孩子，怎么沟通

心怀感恩嘴要甜 找准场合说重点

� � 1.

亲切地说。 不论对父母还是
公婆，年轻人都要心怀尊重与感恩。

俗话说“老马识途”，老人的人生经
验总有值得学习的，需要尊重；辛劳
了一辈子，晚年还要来帮着带孩子，

需要感激。想给老人提建议，晚辈不
妨先甜甜地叫声“爸”、“妈”，或者送
他们一些小礼物， 再轻描淡写地谈
事情。老人往往不好意思反驳，觉得
这些小事儿和晚辈的孝顺比起来不
算什么，很容易接受和改变。

2.

有重点地说。 朋友跟我抱怨
说，女儿病了，请老妈来帮忙。 早上
跟老妈嘱咐得周到详细，几点吃药、

几点喝果汁、 几点吃午饭……可晚
上回家一看，老人给孩子吃错了药，

果汁还剩了半瓶。我告诉他，跟老人
说话要有重点， 否则老人会觉得繁
琐、记不住，甚至觉得自己不被信任
而生气。叮嘱老人，挑最重要的事说
就可以了，比如一天三次吃药，这样
老人就不会因为事杂而混乱了。

3.

找“权威”说。 老一辈人往往
相信“权威”。 这个“权威”可以是专

家， 也可以是书本或老人认为“权
威”的人。 比如，老人一定要把食物
嚼了喂孩子，儿女提意见，老人往往
会反驳：“你小时候就是这么被我拉
扯大的。 ”此时，如果换成一个来家
做客的护士朋友说句话， 就可能让
老人改变观点。再如，女儿的话老妈
可能听不进去，可女婿来说，丈母娘
就很容易接受。 小区里其他家长的
育儿经往往也能成为老人的“权
威”。究竟老人信哪一套，因人而异，

还是看性格。

4.

在适当场合说。 想对老人提
意见，最好别当着孩子、家人、邻居、

医生等的面。老人往往很要面子，被
当众一说，会觉得很下不来台，不但
不会改，还会更加固执。老人特别高
兴时也不适合说，否则让人扫兴。散
步、睡前看电视时，成功说服老人的
概率会比较高。

5.

让第三代说。 不少老人往往
振振有词，让子女无可辩驳。此时不
妨先顺着他的意思，等“谋划”一番
后，让孙辈来说。比如通常老人惯孩

子，总带他们去吃垃圾食品，儿女可
以给孩子多讲吃菜好的故事， 如小
白兔吃萝卜所以跑得快， 山羊吃嫩
草所以爬山高， 大力水手吃菠菜所
以有力气……不露声色地“策反”孩
子，孩子也会主动要求吃“菜”，老人
自然就“投降”了。

6.

借自己的缺点说。 和老人在
育儿观念上有冲突，不妨反着说，即
告诉老人如果不怎样做， 孩子就会
变成她不希望看到的那样。 对公婆
可以用自己当反面教材； 对老妈可
以“牺牲”老公。 比如告诉婆婆：“我
妈惯着我吃糖， 所以现在牙齿老
疼。”对老妈说：“你看孩子爸懒得啥
也不干，都是婆婆小时候给惯的。 ”

注意别反过来说， 否则就如同指责
老人在教育自己子女上很失败。

假如上面几招你都用遍了，老
人还是不听。此时试着想想，老人的
观念或许并不是全无道理。毕竟，在
爱孩子这一点上， 你们是完全一致
的。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小雷）

每周生吃大蒜
肺癌风险减半

� �

据英国《每日邮报》

8

月
6

日报道，

一项新研究发现每周生吃两次大蒜的
人，患肺癌风险几乎降低一半。

中国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
究人员选取了两组受试者， 就饮食习惯
进行了对比。 一组为

1424

名肺癌患者，

另一组为
4500

名身体健康的成年人。结
果发现， 经常吃大蒜的人患上肺癌的可
能性降低

44%

。 即使研究人员考虑了是
否吸烟后， 生吃大蒜仍能让肺癌风险降
低约

30%

。

研究人员解释， 大蒜中的大蒜素能
抑制人体内的炎症反应， 并作为一种抗
氧化剂，减少自由基对人体细胞的损伤。

当大蒜瓣被粉碎或切碎时， 大蒜素就会
释放出来，生吃时保留得更多。大蒜素对
肠胃有一定刺激作用， 肠胃疾病患者要
少吃。 （乔松林）

美国研究人员提醒
贫血时反应慢

� �

血液滋养着身体的各个部位， 一旦
贫血，全身都可能受影响。美国“健康日”

网站
7

月
31

日报道的一项新研究提醒，

贫血可能影响人们的认知功能。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人
员，对超过

2500

名男女参试者进行了随
访研究，定期对其进行血常规化验，以及
认知功能检测，包括记忆、思维测试等。

经过长达
11

年的追踪调查发现，研究期
间共有约

400

人罹患贫血，

455

名参试
者出现认知障碍，表现为记忆力下降、反
应迟钝等。进一步分析发现，与没有发生
贫血的人相比， 贫血的参试者出现认知
问题的危险增加

60%

左右。 在综合考虑
了年龄、性别和身体一般状况等因素后，

贫血者出现认知障碍的风险仍然升高
41%

。

研究负责人，精神病学、神经病学和
流行病学教授克里斯蒂安·雅夫指出，红
细胞的主要作用是向全身输氧。 其含量
下降会直接影响大脑细胞的供氧量，进
而影响认知能力。 贫血常被看作是体弱
多病的标志，其原因主要有缺铁、失血、

肾功能衰竭、某些慢性疾病和癌症等。出
现该问题应及时治疗，既能改善体质，又
保护大脑。 （王兴旺）

英国研究人员发现
三成喉癌源于病毒

� �

肿瘤严重威胁着现代人的
健康。所幸的是，某些肿瘤“有据
可查”。 据英国

BBC

广播公司
7

月
31

日报道，大约
1/3

的喉癌跟
病毒有关。

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

对近
2000

名志愿者进行了长达
10

年的追踪研究，抽取其血液样
本进行检测，并分析其生活方式

与肿瘤是否有关。 结果发现，研
究期间共有

135

名参试者罹患
喉癌。 其中，

35%

的患者喉部组
织中人乳头瘤病毒（

HPV

）检测
为阳性；而在没有患喉癌的人群
中，该比例仅为

1%

。 也就是说，

HPV

感染与喉癌的发病存在关
联。

这项发表在《临床肿瘤学

期刊》上的研究表示，既往已有
数项研究证实，

HPV

、

EB

病毒
等感染与口腔和咽喉部位的肿
瘤发病有关。 而此项研究则发
现，约

1/3

的喉癌与病毒有关。

在控制了病毒感染之后， 肿瘤
患者的预后更好。这也意味着，

预防病毒感染， 对防治肿瘤意
义重大。

研究人员建议， 生活中，尽
量避免吸烟、 喝酒等刺激因素；

洁身自好， 避免不洁性生活；增
强抵抗力、预防感冒，减少病毒
感染的机会。 对性生活活跃、有
家族史等

HPV

感染的高危人群
来说，最好尽早注射疫苗，防患
于未然。

（据《生命时报》）

� �

现代人工作忙，尤其是在大城市，不少老人背井离乡来帮子女带孩子。

自家老人帮着带孩子当然比交给保姆放心，但老人在喂养、护理和教育孩子
上，又常常与子女发生矛盾，闹得不愉快。 在隔代育儿中，怎么跟老人沟通，

才能让他们听得进你的意见呢？ 不妨试试下面几种办法。

口味重

胃酸易倒流

少吃多餐、调高床头有助缓解
� � 30

多岁的魏先生是个“重口味”的人，对酸辣食物特别钟
情。 一周前，他和朋友一起去大排档聚餐，吃了不少自己最爱的
麻辣小龙虾，还喝了不少冰镇啤酒。 当时非常过瘾，可接下来的
一两天，魏先生觉得胃很不舒服，时不时反酸水，有时还疼得难
受。 医生告诉他，这些症状是由胃酸反流引起的。

胃酸是一种帮助食物消化的重要消化液， 胃酸的分泌是持
续性的，且呈昼夜变化，一般是入睡后几小时达高峰，清晨醒来
之前最低。当原本应该待在胃内的酸性液体逆流进入食道后，就
会出现烧心、反酸水、疼痛等不适，严重时还会出现吞咽困难、胸
部憋闷感等。 进食高脂肪、高糖，以及辛辣食物等刺激性强的食
物后，常可引起胃酸分泌增加，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张力下降，抗
反流的防御机制受到影响，容易导致胃酸反流。 此外，经常食用
烤、灼、烫、炙、炸等方法加工的食物，也可直接灼伤食管黏膜，诱
发胃酸反流。

胃酸反流不仅可腐蚀食管，诱发食管炎、溃疡等疾病，也增
加了食管癌的概率，有必要应引起重视。 日常生活中，要尽量保
证饮食健康、少吃多餐，吃完饭后不要马上坐下或躺下，睡前最
好不要吃东西；避免多喝酸性饮料，少吃刺激性食物；超重或肥
胖者应适当减肥，降低腹部压力，防止胃酸反流。 有过反流的人
还要少吃酸性、生冷、难消化的食物，晚餐适当减量，睡觉时将床
头适当调高，从而缓解症状。此外，生活工作中要注意调节心情，

长期的情绪紧张也可能诱发胃酸反流。 症状严重时应及时到医
院诊治，通过药物、手术等方法解决，以免病情发展。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赵治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