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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学

习困难”门诊预约火爆，一度成为公众
热议的话题。据澎湃新闻报道，该门
诊开设于 2020 年 9 月，至今一直很“抢
手”，两年来接诊千余名小孩。医生回
应称，门诊首先是帮家长理清楚孩子
学习困难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对症治
疗、综合治疗。治疗效果因人而异，一
部分孩子可以改善现状，也有“学渣”
变“学霸”。

“学习困难”门诊火爆的背后，折
射出越来越多的家长能科学理性地看
待孩子的学习问题，但不可对此过度
追捧。孩子出现学习困难时，带其就
诊是不错的选择，同时也要认识到，治
疗和学习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能盲
目认为看了“学习困难”门诊，孩子就
能变成“学霸”。

学习困难的原因复杂多样，不应
被简单定义为一种“病症”，自然也不
会有所谓的“万能药”，家长大可不必
视挂号问诊为“救命稻草”，企图一劳
永逸，让孩子完成学业逆袭。只有家
长和医生共同参与、科学引导，才能真
正帮助孩子改善学习状态、提高学习
能力。

“学习困难”门诊爆火，也暴露出家
庭教育在面对孩子学习困难时的方法
式微和从众心理。面对学习困难的孩
子，家长和教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理性认识孩子学
习能力的差异，对孩子的行为问题进行
准确评估，制订个性化的教育培养方
案，并在行为矫正过程中，尊重孩子的
认知，给予其应有的温暖和关怀。

学习困难也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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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
小学生短视频使用特点及其保护》调查
报告显示，使用过短视频的未成年人有
65.6%，20%的青少年“几乎总是”在看短
视频。

青少年沉迷网游令众多家长苦恼不
已，沉迷短视频的危害同样很大。短视
频作品良莠不齐，泥沙俱下。适当接触
一些健康向上的内容，无可厚非。但长
期沉迷于刷短视频，尤其是一些低俗的
内容，难免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带来
不利影响。

具 体 而 言 ，除 了 直 接 影 响 视 力 之
外，当前短视频平台普遍使用的个性化
推 荐 方 式 还 有 可 能 使 青 少 年 陷 入 信 息
茧 房 ，导 致 视 野 狭 窄 、偏 执 自 负 。 一 些
网红人物的“新奇”言行，对于身处叛逆
期的青少年具有很大“杀伤力”，三观极
易被带偏，有些孩子甚至滋生不想学习
想 当 网 红 的 念 头 。 此 外 ，一 些 短 视 频 、

直播平台中涉及暴力、低俗、软色情、诱
导充值打赏等问题，也严重侵害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

而要应对青少年沉迷短视频，无非
从 加 强 技 术 防 范 与 引 导 管 教 等 方 面 入
手。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方面目前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疏漏。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各大平
台出台了青少年模式，但“神通广大”的
孩子们却可以通过破解密码、购买账号
等绕过技术监管。一些爷爷奶奶照看的

“熊孩子”，还会利用老人的身份信息进
行注册，以此规避未成年限制系统。

技术防范虽然不是治本之策，但如
何将青少年模式落到实处，有很多事可
以做。一方面，应该通过政策和立法，要
求 短 视 频 平 台 实 行 普 遍 的 实 名 认 证 机
制，运用人脸识别技术等手段将未成年
人用户和普通用户群体区别开来，避免
青少年模式形同虚设。另一方面，网站

平台应在现有青少年模式基础上，进一
步优化产品模式和内容呈现方式，让未
成年人能用、想看。

孩子沉溺网络游戏，与家长的引导
管教不力密切相关，沉迷短视频亦应如
是，家长要好好反思。

现在的孩子，尤其乡村留守儿童在
假期里，有大量闲暇时间。没啥有意思
的事儿可做，内容丰富、轻松诙谐的短视
频自然也就趁虚而入了。与之相应，则
是家长太“忙”了。有的家长忙于工作无
暇顾及孩子，有一些家长即便陪着孩子，
但“在与不在”都一个样，自己忙着刷手
机，反而给孩子作出不良示范。

破解青少年沉迷短视频，亟待综合
施策。在技术手段之外，还需要家校合
力，充分发动各种社会资源，用丰富多彩
的活动填补孩子的“空白”时间，让他们
把注意力从短视频转移到更有价值、更
健康的生活中去。 据新华网

近日，几位市民向本报热线反映：明明
把车停在有关部门划设的停车位，却被商
家告知影响其生意，需停到他处；一些商家
甚至干脆将停车位用废旧家具霸占，社会
车辆无法停放，这让大家难以接受。（《大同
晚报》8月 8日）

为了缓解停车难、规范乱停车，近年
来，有关部门在市区不少街道的人行便道
区域划设了公共停车位。但一些临街店家
并不“买账”，照例据为己有。有些社会车
辆按规矩停在车位里，却被当场劝离或打

电话要求挪走；更有甚者，索性摆些废旧物
品占住，要么采取稳大石头、水泥墩子或放
置椅凳、栽隔离桩等手段，阻止别人占用而
方便自己使用。

过去没有划设车位的时候，这种“花
式”霸占现象就很普遍、很突出，现在竟将
划设好的公共停车位照样“锁定”为私有，
这种侵占公共资源、扰乱环境秩序的行为，
既不合法，也不文明。

城市主、次干道规划建设的人行便道
是“公道”，没有任何一条法规和制度规定

其使用权属于某个团体或个人，所划设的
停车位更是姓“公”。临街店铺凭借门前窗
下的“地利”，将之视为自己的“领地”，是一
种不折不扣的霸道行为。

对临街店铺的“霸道”现象，决不可以
任之大行其“道”。那么，让公众主动“维
权”、踊跃较真吗？从理论上讲没啥不对，
但可行性不强，也难以奏效，甚至极可能引
发新的矛盾纠纷。管理、执法部门出面整
治和规范，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对此，有关部门屡屡进行集中整治，

但 不 久 后 又 出 现 反 弹 ，似 乎 成 为 一 种 积
重 难 返 的 痼 疾 。 所 以 ，有 必 要 寻 求 治 本
之策。

事实上，仅靠打游击式的突击整治或
局部管控，很难解决根本问题，当以有力措
施实现常态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比如，通
过教育警示、日常巡查、监督举报、曝光批
评 、严 厉 处 罚 等 手 段 ，敦 促 纠 正 ，震 慑 不
轨。这是维护市容、规范秩序、还“位”于民
之必需，也是树立良好形象、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应有之义。

临街店铺“霸道”顽疾亟需根除

今年 8 月 8 日是我国第十四个“全民健身
日”，各地纷纷组织开展主题活动。从发放体育
消费券到举办跑步、羽毛球等群众性体育赛事，
再到组织龙舟、空竹等民俗表演，丰富多彩的活
动点燃了人们的健身热情，引导更多群众在运
动中挥洒汗水、感受快乐。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
的基础和保障。近年来，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
提升，更加注重追求健康生活，主动健身、科学
健身日益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人民群众对健
康的重视，既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也承
载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广泛开展全民
健身运动，不断完善群众健身运动场地设施，进
一步丰富群众文化体育生活，才能更好满足群
众健身需要，激发人们的健身热情。

健康中国，你我同行。保持健康，科学锻
炼，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庭负责，对社
会、对国家负责。把健康责任落实到每个人，
把健身任务落实到每一天，让健身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我们必能拥有更
加强健的体魄、更加饱满的精神，健康中国建
设就有了更有力的支撑。 据人民网

让健身成为
一种生活方式

阴森海报、恐怖道具、暴力情节……在年
轻群体中颇为流行的剧本杀、密室逃脱等娱
乐场所一直饱受争议。近日，国家有关部门
发布了《关于加强剧本娱乐经营场所管理的
通知》，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将剧本杀、密室逃
脱等剧本娱乐经营场所新业态纳入管理。

一个房间、一摞剧本，数十玩家穿上道具
服装，时而苦思冥想，时而面红耳赤据理力争，
甚至会沉浸角色之中泪洒现场……近年来，
剧本杀凭借新奇、有趣、悬疑、刺激等特点很快
风靡全国。剧本娱乐场所的迅速崛起，满足了
年轻人猎奇、娱乐、交友的需求，而随着一些质
量低下、打擦边球的剧本趁虚流入，对年轻群
体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埋下诸多隐患。

个别剧本娱乐场所以刺激为诱饵，将暴
力、恐怖、血腥、灵异、色情的剧情融入剧本，
勾起人猎奇的欲望，博人眼球。近期，“未成
年人在密室逃脱吓到住院”“22 岁女生玩剧
本杀吓到脑出血”等负面消息屡有所闻。对
心理承受能力弱、心智不成熟的人而言，这些

“重口味”的剧情必然会留下心理阴影，不利
于青少年身心健康。

相关部门出台管理规定，为剧本娱乐经
营场所从业者立了规矩，为剧本娱乐经营场
所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增加志趣、放松精神才是剧本杀行业能
够长久发展的生命线，经营者应当守住底线，
让剧本娱乐行业向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如此才能打开更
广阔的行业发展前景，激发持久的生命力。

娱乐需要好“剧本”

孩子沉溺网络，家长应该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