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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操作工，4500-8000元/月，能适应倒班；

2、伺炉工(2-4名) ，要求有证,两班倒, 待遇：4500-6000元/月；

3、内勤2-3名，要求高中或以上学历，能熟练操作各种办公软件，3000- 5000元/月；

4、业务员10名：底薪+提成，3500-10000元/月，3年以上驾龄，有相关销售经验者优先录用。

以上职位均包吃包住，班车接送。咨询电话：0317-4046058 张18532733017

近日，广东广州和深圳两地
有网友发帖称，怀疑在公共场所
被推销香水的男子“下迷药”，引
发全网关注。随后，广州和深圳
两地警方相继辟谣称，该帖内容
与事实不符,经实验室检验，该
批香水、化妆品中未含麻醉剂等
成分。

记者查询以往报道发现，关
于“迷药”的谣言多年来层出不
穷，此类谣言帖往往点击量高、
转发量大。

那么，这种“一闻就倒”、
“一捂就晕”的“迷药”真的存
在吗？4月 18日，有医学专家解
读表示，不存在这么神的“迷
药”。专家称，以吸入型麻醉药

“七氟烷”为例，需要达到一定
浓度，同时需要患者戴上密封
性非常好的面罩，并经过一定
的药物起作用时间，才能起到
麻醉的作用。专家同时分析，
此类谣言多年来层出不穷，是
因为谣言的发布者可能希望
借此信息吸引人眼球，利用了
受众的恐慌心理。

网友称被“下迷药”
广深两地警方辟谣

4 月 14 日与 4 月 15 日，广
州、深圳有女网友发布网帖称，
自己在商场、奶茶店遭遇前来推
销香水、化妆品的男子，随后心
跳加快、身体失去控制，怀疑被
下“迷药”，一时间引发网友的广
泛关注。

4月16日，深圳市公安局宝
安区分局通报称，该帖内容与事
实不符。警方称，现场推销人员
郭某某（男，45岁）所推销香水系

仿冒某名牌香水，经检验未含致
幻剂、兴奋剂等常见毒品及常见
安眠药成分；报警人毛发血液样
本、尿液及所喝奶茶，经检验均
未见麻醉成分；其他在场被推销
女性，均未出现任何异常情况。

同日，广州市公安局也发
布通报辟谣称，近日，广州警方
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市内一些
商圈发现有男子兜售化妆品，
与网传的“不法分子假借售卖
香水下迷药”事件相似。经调
查，报警人及网民反映的情况
与事实不符，警方近期未接报
过有受侵害事主的相关警情和
案件。其中，4 月 15 日 14 时 30
分许，天河警方根据群众报警，
在正佳广场抓获一名涉嫌向路
人兜售仿冒品牌香水及化妆品
的男子范某（男，29 岁，河南省
平顶山市人）。经警方调查，范
某供述其兜售的仿冒品牌香
水、化妆品系从批发市场购买，
并曾到市内多个商场进行随机
兜售。经实验室检验，该批香
水、化妆品中未含麻醉剂、致幻
剂、兴奋剂、镇静剂等成分，同

时技术人员在自己身上进行了
人体侦查实验，未发现身体异
常。经走访调查，未接报有声称
被侵害或身体不适的事主。目
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中。

4月16日，来自深圳警方的
公开信息显示，“一闻就倒”的迷
药不存在，但“一喝就晕”被“下
药”的情况需警惕。

“迷药”谣言层出不穷
此类网帖点击量高

记者注意到，此次最先在网
络上流传的名为《姐妹们注意
啦！路上遇到卖香水、化妆品的
人，跑！》的帖子，首发在某女性
用户居多的社交分享平台上。随
后，该网帖被其他用户及自媒体
大量转发。

4月 15日，一篇名为《迷药
盯上了广深女孩》的文章，将前
述网帖内容与其他女网友自述
的留言内容拼凑在一起，撰写成
文发布，在朋友圈及微信群里得

到大量传播，该文章阅读量很快
达到10万以上。

多年来，此类“一闻就倒”的
“迷药”谣言帖层出不穷，每每一
经发出，就能收获巨大的点击量
和转发量。

2020年 6月，一篇“网约车
司机直播性侵”的视频也曾在
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引起全国
网友的广泛关注。据本报报道，
一网约车司机以停车买水为
由，将女乘客留在车内，并向车
内喷“香水”。该男子自称所喷

“香水”是迷药，与观众互动要
求刷礼物，对被“迷晕”的女乘
客实施“性侵”。2020 年 6 月 12
日晚间，郑州市公安局发布警
情通报称，视频中的网约车司
机与女乘客系夫妻关系，二人
以盈利为目的，在男子名下的
白色长安车内，通过男子手机
上 安 装 的 某 非 法 直 播 平 台
APP，以网约车司机迷奸女乘客
为噱头，公开进行情色表演，吸
引他人观看，挑战社会公序良
俗，突破道德底线，扰乱社会治
安秩序。

谣言发布者
利用了受众恐慌心理

这种“一闻就倒”、“一捂就
晕”的“迷药”真的存在吗？4月18
日下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安贞医院的麻醉科主任医师、教
授卿恩明告诉记者，目前临床上
没有这种让人一闻就倒、意识瞬
间丧失的“迷药”。以吸入型麻醉
药“七氟烷”为例，需要达到一定
浓度，同时需要患者戴上密封性
非常好的面罩，并经过一定的药
物起作用时间，才能起到麻醉的
作用。

“这种存在于武侠小说里面
的‘迷药’，是与现实情况不符
的。据我所知，目前临床上还没
有这么快的药。像吸入型麻醉药
的话，吸入药物之后从呼吸道到
肺里，再通过血液，最后到大脑
里面，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卿
恩明说。

“如果是出租车司机把乘客
专门关在出租车里，再把一瓶麻
醉药打开，怎么也得需要一个小
时以上才能发挥作用。一般人来
说是做不到的。”卿恩明说。

卿恩明分析，此类谣言多年
来层出不穷，是因为谣言的发布
者可能希望借此信息吸引人眼
球，谣言发布者利用了受众的恐
慌心理。

专家提醒，为了防止被“下
药”，首先，不要食用陌生人递来
的来历不明的饮料或者食物；其
次，若遇到陌生人企图将未知物
体或液体往身上触碰，要及时避
开；对于网上“一闻就倒、一捂就
晕”的“迷药”信息，不要相信，不
要恐慌。 据《北京青年报》

关于“迷药”的谣言多年来层出不穷

“一闻就倒”“一捂就晕”的迷药存在吗

小学生每天睡眠应达到 10
小时；小学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8
点20分，线上直播类培训结束时
间不得晚于 21点……为了让中
小学生“睡好觉”，教育部日前印
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
眠管理工作的通知》。然而，记者
调查发现，这场“睡眠保卫战”并
不好打：一方面，很多学校的上课
铃早上8点就会响起，提前录制的
网课，晚上9点后依然热闹，手机
游戏也可以轻松避开监管；另一
方面，在职场拼搏的家长也很苦
恼，繁忙的日常工作让自己和孩
子很难合拍，甚至疲于奔命。

早晚啥课都不能耽误

清晨七点半，丰台马家堡地
区的一所小学，随着校门打开，
等候在门口的学生一拥而入，不
少孩子还揉着眼睛，哈欠连天。
该校一名保安说，七点半到 7点
40 分是学生到校的高峰期，因
为8点学校就要上课了。

7点59分，一名男生狂奔着
冲向校门，连书包里的纸巾掉落
在地上都无暇顾及，“快！马上关
门了！”保安招呼着男生。一分钟
后，校门徐徐关闭。教学楼里，上
课铃声响起。

七点半左右学生入校，8点
校门关闭。每天，同样的场景都
在不少学校上演。“老师说，早起
精神好，可是我每晚还有网课，
至少晚上 10 点后才能上床睡
觉，第二天早上 6 点半就得起
床。”就读于海淀某小学二年级
的小文有些无奈。

对此，不少老师也很无奈，
早上 8点上课已是教学计划安
排的极限，“学生早读训练不可
少，下午 3点半就得放学，留给
我们的课堂时间并不多。”海淀
区的一位小学班主任说。

那么，每天下午孩子们回到
家就能休息吗？显然不行。晚上
9 点后，记者打开平板电脑，备
受家长和孩子们推崇的斑马、火
花AI课，均能顺利进入课程界
面。画面里，老师热情地和学生
打招呼，播放小视频，带学生玩
游戏，讲解课程，要求学生完成
课后练习……记者发现，完成整
套流程，至少需要半个多小时。

家长直言作息难合拍

早上7点40分，林先生把睡
眼惺忪的孩子送到学校门口，随
即上车，一脚油门，迅速离开。车
上，林先生左手扶着方向盘，右

手还时不时往嘴里塞着面包。
学生不早于8点20分到校，

在他看来绝对脱离现实，“我在望
京上班，送完孩子还需要赶1个小
时的路，如果8点20分才送孩子
到校，我就得天天迟到。”他说。

不少家长认为，保障孩子睡
眠的一大障碍是大人的作息时
间和孩子很难合拍。许女士和丈
夫曾经数次发起“睡眠保卫战”，
最终都以妥协告终。“我们曾下
定决心每晚 8点半就让孩子睡
觉，早上6点半起床，让孩子睡够
10个小时。”她说，可实施第一天
就出了问题。当天许女士稍微加

了会儿班，回到家已经是晚上 8
点。妈妈到回家，孩子很兴奋，嚷
嚷着要分享学校的新鲜事儿，怎
么说都不肯睡，结果等洗漱完爬
上床就已经是晚上10点了。

第 二 天 、第 三 天 、第 四
天 ……晚上 8点半睡觉的梦想
从未实现。“大人晚上 7点下班
到家是常态，吃饭、洗漱，在客厅
活动，很难给孩子一个适宜睡眠
的环境。”许女士无奈道。

专家：应量体裁衣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

玉刚说，此次印发的通知虽然明
确了小学上课的时间，但也提
出，对于个别因家庭特殊情况提
前到校的学生，学校应提前开
门、妥善安置，因此家长不必过
分担忧。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
童睡眠障碍诊治中心主任江帆
看来，充足睡眠对儿童青少年的
成长和学业至关重要；但每个孩
子的睡眠时间有个体差异，家长
和学生要找到自己最需要的睡
眠时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也认为，不同的孩子生活
习惯不一样，家庭所在的城市环
境、生活状况也不一样，不能简单
地用全国一刀切的几点入睡、几
点起床去套。保障孩子的睡眠，应
当量体裁衣。每个孩子的体质不
同，对睡眠的需求也不同，只要孩
子白天有充沛的精力完成学业，
可以开展丰富的课余生活，那就
说明睡眠时间是足够的。

究竟孩子睡多久才算够？江
帆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办法：找一
个假期，有规律地给三天时间让
孩子睡好睡足，第四天基本上就
能够呈现出他的睡眠生理需求
了。

据《北京日报》

新规要学生“睡好”，学校家长却都犯难

是什么让孩子“睡不好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