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各类竞赛过多过滥、
山寨社团层出不穷、培训机构掺
杂其中，增加了学生的课外负
担。这些问题严重引发教育焦
虑，影响教育生态，社会反映强
烈，早就到了猛药去疴之时。

2019 年至 2021 年，中小学
生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分别是
29 项、35 项、37 项，总量差别不
大，但细看内容，每年都有竞赛
被剔除，一些项目被列入。

这样一种清单管理制度，非
常鲜明地发出了信号，对于不在

名单上的全国竞赛，地方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各中小学校、各类
教育机构一律不得组织承办。

显然，这有利于从严控制、
严格管理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
性竞赛活动，必将助力竞赛回归
育人初衷。

只要功利化的动因不破除，
各种竞赛仍然有可能层出不穷。
相关部门要在这方面加强监管，
突出育人导向，避免隐性加分损
害教育公平。

近年来，越来越火爆的电
子烟，并不像广告宣传的那
样，是“戒烟神器”“无二手
烟”，实际上跟传统香烟一样
危害健康。

虽然电子烟有害健康，但
电子烟广告却无处不在。这不
仅涉嫌虚假宣传，而且误导消

费者，特别是未成年学生购买
和使用电子烟。

保护国民健康，特别是保
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
有必要将电子烟跟传统卷烟
等同对待，像管理烟草广告一
样管理电子烟广告。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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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电动车，“16周岁”是红线
【事件】

暑假期间，马路上多了孩
子们骑电动自行车的身影。他
们有的骑车带人，有的边骑边
嬉笑打闹，有的逆行闯红灯，经
常引发交通事故。

（8月23日《沧州晚报》）

【留言板】

@大护法：有法必依，执法
必严，如果放纵不管，只会害了
孩子。

@团团：孩子们在道路上
任性骑行，不懂得礼让，是非常
危险的，更是一种违法行为。

@吐个泡泡：希望开学后
各个学校经常上交通普法课，增
强孩子们遵纪守法的意识。

@念旧：锻炼孩子的自立
能力是好事，但前提是尊法守
法。电动自行车速度太快，很
容易发生事故，未成年人不能
骑。

@余生守护：家长一定要
提高安全意识，千万别让孩子
骑电动自行车出门。

@小海豚：我家孩子现在
14 岁了，我都不敢让他练习骑
电动自行车，就怕他学会了自
己偷着骑出去。

说到“手机依赖症”，人们谈
论最多的是青少年迷恋手机的
现象，岂知成年人玩手机的成瘾
程度却丝毫不逊于未成年孩子。

光明日报官方微博在日前
发起的“手机使用时长和健康隐
患”网络调查中，74%的参与者
表示自己机不离手。随时随地就
会玩手机的相关数据，足以佐证
成年人群体对手机使用的毫无

节制，而由此引发的诸多健康问
题更应引发关注和亟待矫正。

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会导致
包括对肢体、视力的损害以及对
大脑和心理的负面影响，这就是
网上衍生出的新名词——“手机
病”。比如，长时间浏览手机会导
致眼睛干涩、双眼疲劳、近视度
数增加；手机发射出有害蓝光和
辐射，会对眼睛造成一定伤害；
睡前或关灯后玩手机，暗环境与
手机屏幕对比度较强，导致眼睛
调节负担重，极易疲劳，还会对
视网膜造成损害，甚至诱发青光
眼。

长时间玩手机往往会静坐
状态持久、运动时间减少，这就
会导致身体代谢变缓、脂肪堆
积、引发肥胖；运动减少还会导
致身体抵抗力下降，增加糖尿
病、高血压等的患病风险；而由

“低头族”引发的颈椎损伤和安
全意外，更不可小觑。长时间低
头玩手机，会让颈肩部周围的肌
肉一直处于收缩紧张状态，久而
久之颈肩部就容易出现僵硬、酸
痛。颈椎和椎间盘也将承受极大
压力，其肌腱附着点、颈椎小关
节等部位便可能出现骨质增生、
颈椎间盘突出等问题，由低头走

路玩手机导致的交通事故和意
外伤亡也时常见诸报端。

不可否认，手机越来越智能
化，的确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
极大便利，甚至不啻于一场“革
命”性的变革。但诚如所有事物
都具两面性，都需把握好“度”一
样。手机使用也当兴利除弊，控
制好使用时长，不断变换姿势，
注意眼睛调节等。

“手机病”也是病，而且这种
病若得不到及时遏制、矫正，极
易发展成慢性病。有专家建议，
矫正“手机病”重在改变不良习
惯。比如，暗环境下玩手机需有

光源；注意间断性休息、眨眼、远
眺，防止视疲劳；不要熬夜玩手
机，保持良好、规律作息；学会随
时放下手机、多运动等。

手机无原罪，病在使用者。
矫正“手机病”就当从根本上破
除“手机依赖”。要走出“玩手机
是放松”“无手机便焦虑”的认知
误区，戒除机不离手的坏习惯，
尝试多元化生活方式，尤其是要
多参与户外活动；获取信息资讯
不排除阅报纸、听广播、看电视
等的传统渠道；要学着做时间的
主人，做自己的主人。

男孩走路玩手机
同一地方摔两次

近日，河北省保定市一名
男孩，出门后一直低头看手机，
不小心在自家门口摔了一跤，
弄了一身泥水。

他回屋换了衣服，再次出
门时，又以同样的姿势在同一
地点摔了一跤。男孩的父亲郭
先生称，孩子看到视频后，自己
都乐了。

据@北京头条

回音：心疼又好笑！

消防员救援归来
走出“唐老鸭步伐”

近日，浙江台州某消防救
援站的消防员们出警归来，全
都撇着腿走路，其步伐像极了
动画片里的“唐老鸭步伐”。

原来，消防员们深夜出警，
来不及穿长裤，直接套上了质
地坚硬的救援服。经过近 20个
小时灭火救援，消防员们的腿
被救援服磨破了皮。

据@人民网

回音：致敬！

两名女童坐车顶
司机开车打电话

近日，拍摄于江苏省宜兴
市的一段视频让人看得心惊肉
跳：一名司机开车接打着电话，
两个小女孩从天窗钻出来，坐
在车顶上，车速很快。

拍摄者称，当时是下班时
间，路上车辆很多，小女孩坐在
车顶上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来，
太危险了。宜兴交警很快锁定
车辆，对驾驶员处以罚款 100
元、扣4分的处罚。

据@沸点视频

回音：“熊孩子”真的不是
天生的，是家长教出来的。

电子烟广告
需做好监管

让竞赛退烧 让公平升温
扶 青

别拿“手机病”不当病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玉胜

近日，有个粉丝数高达260
多万的女主播开课，竟然公开教
大家如何“向领导送礼”，引发网
友热议。

把“向领导送礼”开成一堂
网络公开课，这位女主播的营销
操作令人瞠目。女主播公然宣扬

“向领导送礼文化”，并称该“文
化”是“有用”的文化，实在荒唐，
辱没了“文化”一词。

女主播向粉丝教授“向领导
送礼”的方法技巧，其中就包含
了如何向国家工作人员送礼，从
法律视角进行审视，这样的课程
已经涉嫌传授犯罪方法罪。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主播不
能想开什么课就开什么课。“向
领导送礼课”再一次暴露出主播
的营销乱象，也再一次说明了加
强主播监管的必要性。

“送礼课”是在教唆犯罪
李英锋

报
眉
广
告

1
3
9
3
0
7
5
8
4
9
6

年薪10万招聘 电话：13131750927
开源美容瘦身、理疗减肥聘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