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下手机 组团锻炼
本报记者 孙亮 摄影报道

日前，我市教育局出台措
施，中小学课间从 10分钟延长
至 15分钟，旨在引导学生走出
教室，增强体质。这则消息引起
了很多家长的关注。

如今，中考的体育项目对孩
子们的体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家长纷纷鼓励孩子放下电子产
品，多到户外参与活动。记者了
解到，随着天气转暖，很多孩子
或报班，或组团，活跃在户外的
运动场上。

户外运动班火爆

2月15日一早，市民孙先生
带着读小学的儿子和女儿，来到
了沧州体育场内的一处运动场。
不一会儿，十几名孩子陆续到
达。随后，孩子们在专业教练的
带领下，进行充分的热身准备，
然后换上装备开始练习轮滑。教
练的大声指导、孩子的积极呼
应、家长的击掌鼓励，场地内的
气氛十分热烈。一圈又一圈的追
逐中，早晨的寒气很快散去。

“我们从农历正月初八开始
就来这里锻炼了，开始孩子犯懒
不愿来，锻炼了几次就适应了，
现在积极性还挺高的。”孙先生
告诉记者，去年夏天，他给两个
孩子报了轮滑班，当时练习了一
个多月，前一段时间得知寒假又
有练习班就又报了名。孩子们到

户外锻炼总比在家里看手机、平
板好，还能磨炼意志。

在旁边的两处网球场地上，
七八名孩子在两位教练的指导下
练习挥拍和步伐。几个回合的练
习下来，孩子们的额头上渗出了
汗珠。利用补水时间简单总结后，
几名孩子开始分组对抗。“我年前
给女儿报了这个网球班，她很感
兴趣，还和同来锻炼的两个小姑
娘成了好朋友。”市民马女士说，
女儿平时不爱活动，这个网球班

倒是激发了她运动的兴趣，现在
每个周末她们都会来“打卡”。

组团活动热度高

小徐和小夏是一对好闺蜜，
她们从小学就是同班同学，如今
又同在一所中学读初一。寒假期
间，她们做了一个决定，周末两
天的早上都要来沧州市西体育
场跑步一小时。文化课成绩很优

秀的她们不想在两年后的中考
体育中落后，所以立志提前备
战。2月 16日上午，小徐和小夏
如约来到运动场，简单活动后开
始跑圈。“昨天爸爸告诉我，今年
的中考抽考项目确定为 50 米
跑，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压力挺大
的。”小夏告诉记者，不管抽到哪
个项目，都要有充沛的体力，临
阵磨枪肯定不行。

在同一片场地上，市民刘先
生正带着儿子和另外三个孩子

踢足球。刘先生说，他是个足球
爱好者，平时很喜欢运动。这几
个孩子都是一个小区的，平时喜
欢在一起踢足球。在征得这几个
孩子家长的同意后，刘先生利用
周末时间带着几个孩子来锻炼。

“孩子平时写完作业就想看手
机，现在喜欢上踢足球后，想不
起来这回事了。”刘先生说，只要
孩子们喜欢，他这个业余教练一
定会坚持下去。

锻炼意识在提高

记者走访了解到，中小学开学
后，很多孩子都利用放学或周末时
间，开始了不同项目的体育锻炼。
家长们对孩子的户外锻炼大多持
支持态度，有的给孩子报名体育
班，有的则亲自上阵进行陪练。

对于组团锻炼火爆的现象，
在我市一所小学任体育老师的
王东表示，家长对增强孩子们体
育锻炼的意识在不断提高，主要
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教育部门
对学生的体育锻炼越来越重视，相
关政策提醒了家长要积极配合；二
是很多孩子沉迷于电子产品，而体
育锻炼则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他
们的注意力；三是来自中考体育
项目的压力，让很多家长意识到
体育锻炼的重要性，大家都不想
在这个科目上丢分，所以让孩子
们早点“动起来”十分关键。

天气渐暖，到户外活动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其中不少是刚刚开学的中
小学生，他们相约——

“速干中性笔”竟是刀子，看上去美味诱人的食品其实是“捏捏乐”、橡皮——

文具玩具善“伪装”误触误食有危险
本报记者 刘冰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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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市民李女士随手从
女儿的笔筒里拿出一根“按动中
性笔”，结果里面的“笔芯”竟是
一把刀，不仅把她用来填写材料
的纸张划破了，还险些弄伤她的
手指。新学期开始了，不少学生
购买了新文具。不过，一些文具、
玩具“伪装”成了其他商品的模
样，虽然增加了趣味性，但存在
误触、误食的危险，不免令家长
担忧。

“笔”里藏刀

开学前，李女士的女儿将一
张需要签字的材料交给她。李女
士随手从女儿的笔筒中拿出一
根“中性笔”，按出“笔芯”后就在
签字处填写起来。结果她刚写了
一笔，纸上没出现字迹，反而划
出了一道口子。

李女士有点疑惑，用手蹭了
一下“笔尖”，感觉被扎了一下。
她这才注意到，这根笔的“笔头”
银光闪闪，“笔芯”是一把小小的
刻刀。“还好我刚刚没使劲儿，不
然手指就被划破了。”说起这事
儿她挺后怕。

李 女 士 仔 细 看 了 看 这 根
“笔”，发现它不仅外观跟普通中
性笔一模一样，就连“笔杆”上都

写着“按动中性笔”“速干”等字
样，没有与“刀”相关的标志。李
女士的女儿为了方便做手帐，花
1元钱网购了这根刻刀笔。得益
于笔的外观，刻刀用起来挺顺
手，但没想到差点“闯祸”。

无奈之下，李女士只能重新
打印了一份材料签上了名字。至
于那根刻刀笔，她则让女儿仔细
放好，千万不要再在笔筒里“鱼
目混珠”了。

“美味”的文具玩具

“现在的文具、玩具太会‘伪
装’了，有时连我们这些大人都
看不出来。”说起样式各异的新
文具，市民刘女士不禁感叹。

刘女士的女儿正上小学二
年级，最爱玩的就是“捏捏乐”。
饺子、包子、面条、寿司……这些

顶着食品外观的胶类玩具让孩
子爱不释手。“有一次，她弟弟随
手抓起一个‘饺子’放在嘴里吃。
等我们发现的时候，那个‘饺子’
都被嚼碎了，吓得我赶紧把那些

‘包子’‘饺子’捏捏乐给扔了。”
刘女士说。

近日，记者走访市区一些商
店发现，不少店都会售卖一些

“捏捏乐”“泡泡水”等玩具，这些
玩具的外观样式酷似真实的零
食、饮料，只不过是“迷你版”，不
仔细看商品说明的话，很容易与
食品混淆。一些橡皮也被做成饼
干、蛋糕、糖果的样子，受到不少
小学生欢迎。

“这个很好玩，特别解压。”
在一家文具店里，几名小学生正
兴致勃勃地挑选“捏捏乐”，在几
种“菜品”中进行挑选。记者注意
到，店内售卖的食品外观的文
具、玩具的说明上面，虽然都有
警示提醒，标明这个商品不是食
品，不能食用，但如果拆开包装，
里面的文具、玩具外观上则没有
提醒标志。

谨慎挑选避免误食

“现在的新玩具、文具样式
太多了。我年纪大了，眼神也不

好，有时也分不清这些东西到底
是什么，担心孙子不小心吃了不
该吃的东西。”市民代先生有些
担忧。

像代先生一样，不少家长都
对这些善于“伪装”的文具、玩具
有些担忧。一方面，他们担心文
具外观趣味性太强，大于实际功
能，容易分散孩子的注意力，另
一方面，家长也会担心一些文具
的样式过于花哨，让人难以辨
认，稍不注意就有误触、误食的
危险。

对此，沧州市车站小学副校
长翁增光表示，孩子们正处于成
长阶段，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还
不成熟，家长平时应警惕“伪装”
成其他产品的文具和玩具，引导
孩子选择正规渠道和有质量保
障的产品，仔细甄别外观像食
品、日用品的物品。

“拥有奇特造型的文具、玩
具很容易受到孩子们的喜爱。不
过，一味强调趣味性，往往容易
让人忽略其品质和可能存在的
风险。”翁增光建议，家长应多与
孩子沟通，告知他们这些文具、
玩具的潜在风险，引导他们正确
使用。家长发现孩子接触危险物
品时，要及时制止，但不要过于
生硬，要在讲清楚利害关系的同
时，守护孩子安全成长。

参加户外锻炼的孩子越来越多参加户外锻炼的孩子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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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整座城市见证永久的爱和幸福
结婚、订婚、添丁、生日、升学、乔迁、贺寿、金婚、银婚、家庭聚会等一切喜事，均可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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