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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子”风靡，“吃谷人”需谨慎

近日，教育部联合国家卫健委、国家疾
控局印发《关于切实抓牢幼儿园和小学近
视防控关键阶段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前
移防控关口，抓牢幼儿园和小学近视防控
关键阶段防控工作，有效减少幼儿和小学
生近视发生。

近视已成为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康的一
大问题。近年来，儿童青少年眼健康状况
一直令人忧心，突出表现为：近视年龄越来
越小，高度近视越来越多，中小学生中的

“小眼镜”相当普遍，而且数量不断增长。
眼科专家指出，造成学生近视的主要

因素是眼睛的近距离负荷，学习、阅读、玩
电子产品等所有近距离眼负荷都是诱因。
国家卫健委提示，长时间或近距离盯着手
机、电脑和电视等电子屏幕，不科学使用电
子产品是近视高发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现实是，在各种考试的
巨大压力下，在各级升学的激烈比拼中，孩
子们的学业负担依然挺重，睡眠时间不足，
户外活动不够，加上电子产品日益普及，致
使中小学生眼负荷持续增加。

在儿童青少年近视率高发的背景下，
呵护孩子眼健康任重道远。

儿童阶段是近视管理的“黄金期”。国
家三部门《通知》要求前移防控关口，有效
减少幼儿和小学生近视发生，可谓切中了
要害、抓住了关键。

面对如何破解近视低龄化这一难题，《通
知》提出 8项要求，每一项都有很强的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比如，创造条件保障充足户外
活动时间，保证小学生在校每天1小时以上体
育活动时间；主动改善视觉环境，为小学生提
供符合用眼卫生要求的校园环境；面向家长

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提升家庭近视防
控意识，逐步改变家长“重治轻防”观念。

近视防控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学校、
家庭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将国家相关
政策和要求落到实处。

数字化时代，无论是学习辅导还是课
后娱乐，电子产品已成为孩子生活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引导孩子有节制地使用电子
产品，是需要老师和家长共同做好的“功
课”。目前，不少学校用手机给学生布置作
业，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增加了孩子使用
电子产品的时间，应该适当减少电子作业
所占比例而向纸质作业倾斜；从课后娱乐
的角度看，现实世界里的广阔天地远比手
机、电脑里的游戏、影视剧更有趣，有必要
鼓励和引导孩子走出家门，更多地拥抱大
自然，多参加多姿多彩的户外实践课。

从家长看，保护孩子视力，首先要安排
好居家活动。对孩子而言，最好的老师是
家长，最好的关爱是陪伴。预防孩子近视，
家长在思想上不能“近视”，切莫只顾眼下
的学习成绩和只图家庭管理上的“省事”，
要密切关注孩子的用眼行为和用眼环境变
化，督促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用眼
习惯。与此同时，家长更要以身作则，尽量
不做“低头族”，放下手机，多与孩子互动，
常带孩子参加户外运动，共同参与文体娱
乐和实践活动。

除了学校、家庭重视，还需要政府部
门、医疗卫生机构共同努力，全社会关心、
支持和参与，抓小抓早，关口前移，采取有
效措施，给孩子们提供护眼好环境，帮助养
成护眼好习惯，全力呵护眼健康，守护光明
的未来。

近期，一种以动漫、游戏等 IP 为原型
制作的周边商品——“谷子”，在青少年群
体中迅速走红。

“谷子”，这个看似陌生的词汇，实则是
英文“goods”（商品）的谐音，它是以动漫、游
戏这些热门 IP 为原型制作出来的周边产
品。像海报、徽章、激光票、摆件、手办之类，
凭借独特的设计和丰富多样的款式，把青少
年的目光都给牢牢吸引住了。

然而，随着“谷子”市场的不断升温，
一些问题也跟着冒出来了。首当其冲的
是价格虚高问题。由于部分青少年对“谷
子”的追捧，一些不法商家和投机者开始
趁机哄抬价格，导致部分“谷子”的价格远
远超出了其实际价值，有人甚至根据价格
不同分为“普谷”“湖景谷”和“海景谷”。
市场被搅得乱七八糟，好多青少年也被带
偏了，陷入盲目消费的大坑里。在“预约
制”“限购制”“物以稀为贵”这些营销手段
的影响下，个别“谷子”转卖价格能高达

上万元。为了所谓的“收藏价值”，孩子们
不惜花大价钱去买高价“谷子”。

其次，诈骗事件也像个定时炸弹一样，
时不时就在“谷子”市场里出现，成了一大隐
患。有些不法分子瞅准青少年对“谷子”的
热爱和那种急切想要得到的心，在社交平台
上发假消息，用低价出售或转让稀有“谷子”
当诱饵，骗孩子们转账交易。等钱一到手，
这些不法分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诈
骗不仅损害了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

“谷子”市场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
事实上，“谷子”热潮反映出的是青少

年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与困
惑：有些青少年是出于兴趣和好奇，还有情
感寄托和自我认同，需要释放和满足；有些
是为了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展现自
己的个性，拥有更多的情感交流。对他们
来说“谷子”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商品，也满
足了部分精神需求。面对“谷子”等新事物
的消费现象，应加强对青少年消费观念的

引导，规范和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加大对“谷子”市场

的监管力度，打击价格虚高、欺诈行为等违
法行为，维护市场的公平和公正。另一方
面，家长和学校应关注青少年的心理需求和
社交方式的变化，引导他们以健康、积极的
方式参与社交活动。同时，还应加强对青少
年的消费教育和网络安全教育，帮助他们树
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增强防范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作为“谷子”的制造者和
传播者，相关企业和商家也应承担起更多的
社会责任。比如加强对产品质量的把控和
合理定价，确保消费者能够买到物有所值的
产品。

总之，“谷子”热潮，值得全社会关注和
深思。只有相关部门、家庭、学校以及企业
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推动“谷子”等 IP 产
品朝着更加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才能为
青少年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积极、向上的成
长环境。 据人民网

今年以来，国家出台《推动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和《关于
加力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的若干措施》等一系列文件，中央和地方
都安排了补贴资金，为的就是让消费者得
到实惠。

据央视网 11 月 1 日报道，大同市在国
家规定的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 8 大类家
电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了更符合日常生活
需求和消费市场的品类，将补贴范围确定
为 15 大类家电产品，给予消费者更大选择
空间。截至目前，全市已发放消费品“以旧
换新”资金 2.61 亿元，家电产品“以旧换新”
实现销售 22180 单，涉及补贴金额约 2106
万元。

另据其他媒体报道，不少消费者反映，
有不法商家借机“薅补贴的羊毛”。比如，
四 川 等 地 曝 出 不 法 企 业 涉 嫌“ 骗 补 ”“ 套
补”；北京高校一位学生爆料，一款电脑价
格补贴前的是 4399 元，使用补贴后实际价
格涨为 4559 元；广州一位消费者反映，领取
补贴后冰箱到手价涨了 863.84 元……由此

“大数据”可以看出，一些不法商家一遇机
会便使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解数，利
用临时提价、虚假打折、虚假标价、虚开发
票、诱导交易等手法，骗取以旧换新国家政
策补贴。

这些商家在消费者使用补贴的节骨眼
上，大搞“曲线营销”，绝对不是正常调价，
而是明火执仗地借机“薅羊毛”。本是国家
给消费者的补贴，却被商家变着法子蚕食
鲸吞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如何快速有
效治理这个顽疾，目前多地也已开展专项
检查。

10 月 2 日，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中规
范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书》中规定：经营者
违反价格相关法律法规的，最高可处 500 万
元罚款。

10 月 12 日，湖北省商务厅发布《关于
取消宜昌蓝之星电脑有限公司等家电以
旧换新销售实施企业资格的公告》。这是
自家电以旧换新国家补贴政策实施以来
开出的首张针对“骗补”“套补”的罚单，值
得点赞！

我们相信，只要加强监管，严格执法，
对违法经营行为保持高压态势，让失德违
法的经营者“出血”“出局”，借国家惠民之
机“薅羊毛”的现象必会减少，消费者也必
会真正尝到国家补贴的十足甜头。

以旧换新惠民补以旧换新惠民补
岂容奸商岂容奸商““薅羊毛薅羊毛””

有话直说 ＞＞ 李生明李生明 近日，某高校一名在华外籍专家发文，
称自己做了一个实验，测试了三位中国博
士生，发现他们都记不起“喷嚏”的“嚏”字
怎么写，并由此推论，认为中国社会中提笔
忘字的“汉字失忆症”越来越普遍。

客观地说，这位专家所说的“提笔忘
字”现象确实一定程度上存在，且集中在
一些相对生僻、笔画较复杂的汉字。其实
这并不是什么崭新的“发现”，多年来已有
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这一问题。

这很大程度上是电脑、手机键盘拼音
式输入愈发普及，挤占了传统手写的出场
机会、“用进废退”所导致的。

信息化时代，人们的书写习惯正在被
改变。一方面，当“敲字如飞”代替了“一
笔一画”，对于结构复杂的汉字，不少人只
能记住大体轮廓，想不起来点横撇捺如何
排布。另一方面，网络语言表达呈现不规
范倾向，一些“黑话烂梗”干扰了人们对汉
字的识记，尤其会误导青少年。

近年来，提升国民语言文字素养屡屡
被提及，不久前教育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汉字书写教育的通知，诸如汉
字听写大会等一些文字类节目，也在进一
步激活汉字的文化价值。对普通人而言，
适当摆脱电子依赖，重拾手写习惯，不失
为一种回归传统、亲近汉字的方式。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字在千
百年的自我调适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对于“汉字失忆症”，我们既不必过于担
忧，也不能任其蔓延。 文图据新华网

呵护孩子眼健康，抓小抓早很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