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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小学生间开始流行盘
手串，受访小学生表示，“上课
盘，下课盘，都盘，可能是比较解
压吧，这个声音听着很舒服”。

盘手串，一般都是成年人，
尤其是中老年人，但没想到，小
学生群体中也流行了起来，这怕
是继去年人人传唱《孤勇者》之
后，又一个现象级的行为了。

对此，家长怎么看？专家有
何提醒？

小学生开始流行
盘手串

据河南电视台民生频道近
日报道，一种名为“盘手串”的玩
具在小学生间引起了热潮。记者
走访小学发现，这种玩具由一根
弹性线和多个彩色珠子组成，可
以随意拼接成各种形状和图案。
小学生们用它来做手链、项链、
戒指等饰品，或者在课堂上玩弄
它，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在采访中，有小学生表示，
最近确实流行盘手串，至少人手
一串，上课盘、下课盘，一直都在
盘。至于为何要盘手串，有小学
生表示，可能是比较解压，盘来
盘去，声音听着比较舒服。当被
问到是否有压力时，他们表示
有，压力很大，全都在“内卷”。

在很多家长看来，孩子的这
种行为非常不可思议，毕竟玩串
珠是中老年人的喜好，小学生怎
么会对手串如此感兴趣呢？实际

上这也没啥大不了，每个年龄段
都会有自己喜好的活动，很多人
上学时，肯定也流行过转笔、转
书等，其实和盘手串原理都是一
样的，身边人都在玩，渐渐地也
就成了流行。

小学生迷上“盘手串”的话
题也引发了网友热议。有网友
说，自家孩子从火漆印章、咕卡
一路紧跟流行来到了“盘手串”，
这就是小学生圈的一阵风。还有
人说，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流行。
但也有不少网友以成年人的角

度提出不同观点。

医生提醒：
存在安全隐患

有专家提醒，“盘手串”虽然
有一定的娱乐价值，但也存在一
些安全隐患：

首先，“盘手串”的珠子可能
会掉落或者被吞食，造成窒息或
者消化道损伤；其次，“盘手串”
的弹性线可能会缠绕在手指或

者脖子上，导致血液循环受阻或
者窒息；最后，“盘手串”可能会
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影响他们的
学习效果。

专家建议，家长和老师应加
强对小学生使用“盘手串”的监
督和引导，一方面要教育小学生
正确使用“盘手串”避免发生意
外，另一方面要控制小学生使用

“盘手串”的时间和场合，避免其
干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此外，济南市民族医院康复
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路亮说：从

身体健康角度出发，长时间过于
集中一种盘玩动作，会导致手指
关节不均衡发育甚至造成关节
肥大性增生等疾病，更严重的还
会造成过早增生劳损以及腱鞘
炎，严重的甚至还会导致不可逆
的损伤。

教师和家长
应用不同方法对待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
教育指导师刘洋说，从某种角度
来讲，盘手串、玩游戏以及刷手
机可以“画等号”。

刘洋说：“有些孩子沉溺游
戏为的是在游戏世界中实现自
己的价值，也是解压的一种形
式，盘手串同样如此。所以，家长
和老师应该从这个角度出发去
理解孩子这种行为，并给出正确
的解决办法。”

她认为，孩子和大人盘手串
的目的并不相同，孩子的内心并
没有给手串贴上“时尚”和“价
值”的标签，单纯是在大人或者
网络的影响下找到一条解压的
途径。这时，家长和老师都不应
该粗暴对待孩子。家长应该以理
解的心态，站在朋友的角度去询
问孩子玩手串的目的是什么，然
后再加以引导；老师则应该树立
班集体的规矩，明确表示学校课
堂中不应该玩手串。

据《重庆晨报》

“上课盘，下课盘，一直都在盘”

小学生为何迷上盘手串

近日，云南昆明一男子在
两天内喝了四顿酒后死亡，其
家属将经营烧烤店的张某告上
法庭，要求赔偿14万元……

男子饮酒过量死亡
家人把店家告上法庭

3 月 27 日，钱某和几名朋
友在家喝酒打牌至次日凌晨，
28日与朋友在家午饭席间喝了
白酒，午饭后前往酒吧打牌喝
酒至傍晚，晚上又应朋友邀请
前往烧烤店继续喝酒。

朋友见钱某已喝醉便将其
送回家中。随后，钱某的妻子发
现其人事不省，不像普通醉酒
状态，立即拨打“120”。医生到
达后确认钱某已死亡。死因为
急性乙醇中毒，其血液中酒精
含量高达420.34mg/100mL。

随后，钱某家属将经营烧
烤店的张某告上法庭，认为其
无限制地售卖酒水，眼看消费
者在店里醉酒而不予制止、劝
诫、救助，要求赔偿 14万元。

对此法院认为，张某作为
烧烤店的经营者和管理人，在
钱某到店内吃烧烤且醉酒的状
态下应更加注意。钱某喝醉后，
张某虽已电话通知其家人，但
仍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
判决张某赔偿钱某家人经济损
失5000元。

相关案例
酒后身亡同饮者担责

在以往因饮酒过量导致意
外死亡的案例中，店家担责赔
偿的先例的确不多，但同桌劝
酒、灌酒的同饮者可能需要担
责。

2022 年 1 月 27 日，张某联
系甲、乙、丙等 9人晚上在饭店
聚餐吃饭。

当晚，张某自带了三瓶白
酒，还向饭店购买了一箱啤
酒。吃饭过程中，有两人先行
离开。甲与乙在出现醉态的情
况下互相敬酒、劝酒，一直喝
到晚上 10 点左右。饭局结束
后，乙被送往卫生院。甲由其
弟弟丙送回家中.之后丙发现
甲情况不对，立即将其送往医
院抢救。甲于 2022年 1月 29日
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原

因为急性酒精中毒、呼吸心跳
骤停、急性呼吸循环衰竭、急
性肺水肿、吸入性肺炎。而后，
甲的父母、两名子女作为原
告，将当晚饭局上的 8 名同桌
人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
损失共计 80余万元。

对此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
院审理认为，在饭局中共同饮酒
本无可厚非，但参与者应当不过
量饮酒、敬酒、劝酒，相互间亦负
有规劝、提醒、照顾的义务。

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各方当
事人的过错后，酌定由甲自身
承担 74%的责任，被告张某承
担 10%的责任，被告乙承担 8%
的责任，被告丙承担 2%的责
任，其他四人各承担 1.5%的责
任。原告方放弃对丙追责，法院
遂 判 决 被 告 乙 赔 偿 原 告
91683.58 元，被告张某赔偿原
告 114604.47元；其他四人分别
赔偿原告17190.67元。

据《贵阳晚报》

日前，在海南省琼海市。一
女子乘机时意外发现自己“包
机”了。

当事人秦女士称，自己之前
预定的 3月 31日下午从博鳌飞
合肥的航班被通知因天气原因
取消了，随后收到短信通知，航
班起飞时间改为4月1日。

但秦女士发现，她在各个软
件上查不到这架航班的相关信
息。工作人员向她解释，这趟航
班是临时增设的，不对外售票，

所以在网上查不到。
4月 1日，秦女士乘机时意

外发现，飞机上只有她一个人。
“我当时特别意外，不知道为什
么这么大一架飞机只拉我一个
人。”秦女士表示，乘机时自己就
像是“国宝大熊猫”一样，被乘务
人员“过度”关注。

网友们羡慕地表示，这种国
宝级待遇“太有排面”“这票价相
当值得”。

据极目新闻

男子两天喝四顿酒后死亡

家属将烧烤店告上法庭
法院判店主赔偿

一女子坐飞机
意外发现自己“包机”
网友：国宝级待遇，票价相当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