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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八成戴眼镜”这个难题怎么破？

□ 高金国
北京眼科医生陶勇在一档

电视节目中透露的一条消息，让
不少家长心里拔凉拔凉的———

陶勇在一档节目中谈到，青
少年近视率越来越高，高中达到
了80%，非常严峻。眼球会随着
度数增加被不断拉长，这个过程
可能导致视网膜变薄、萎缩、脱
离，甚至致盲。保护视力要牢记

“20—20—20”法则：每20分钟看
至少20英尺（6米）远的物体20秒
以上。

陶勇很贴心地支了招———
“三个20”法则，可有几个学生能
做到？高中80%的“小眼镜”，想
想就心疼。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
员、北京同仁医院院长王宁利，
提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建议：所
有中小学，应强制学生每天2小
时户外活动。

两个关键词：第一，所有；
第二，强制。

为什么强调这两个词？
先说“强制”。在家长极端

重视分数、中高考几乎决定一切
的情况之下，不强制，不可能
有效。

两害相权取其轻。用功读
书，坑了眼睛，是一害；不用功读
书，护了眼睛，考不上好大学，是
一害。两者权衡，哪个更轻？

眼睛，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纠
正，比如戴眼镜、做手术。高考
考砸了，补救难度就大了。所
以，家长的默认选项，往往是“考
学第一”。

这种氛围之下，学校会无意
中迎合家长的心态，把升学率、
考入名校的人数，作为成功的
指标。

注意，我用的是“迎合”。
高三那年，我们班经常出

现一种情况：学生埋头苦读，拉
都拉不住；班主任踢着赶着把
学生们往操场撵，让他们运动。
有经验的老师都明白一个道

理：体质差、注意力不集中，昏
昏沉沉“耗时间”的“努力”，效
果很差；大量运动，精力充沛，
学习的总时间虽然减少了，但效
率高。

昏昏沉沉学两个小时，还不
如精力充沛地学一个小时。把
身体锻炼好了，即便熬夜，也能
撑得下来，不至于垮掉。

很多人对学霸有种刻板印
象，给他们贴上“熬夜苦读”“两
耳不闻窗外事”“从不锻炼”甚至

“身体柔弱”的标签。
这类人，该去北大、清华参

观一下。
清晨四五点钟，多数人还在

酣睡，北大清华的操场上，已经
可以用“人声鼎沸”来形容———
当然，只是形容，毕竟大家都在
运动，没闲工夫说话。

真正的学霸，没几个身体素
质很差的。那些眼睛高度近视
的，往往也不是学霸。“经常锻
炼”“特能坚持”，才是学霸真正

的标签。
有经验的老师明白这一点，

但也有的老师不明白；或者虽然
明白，不敢冒险。小明去跑步
了，大明在复习，万一大明复习
的内容，恰巧是考试的内容，结
果就难说了。任何事情都有偶
然性，何况是考试。

多数家长，就更不懂了。在
他们眼中，“苦学”才是好孩子，

“巧学”就是投机取巧，就是坏
孩子。

所以不仅学校在迎合这种
心态，孩子们也是。你喜欢装，
我就装给你看呗。So easy!

这么多和你对着干的，不
“强制”行吗？只是倡议、倡导，
恐怕“每天户外2小时”只能落在
纸上，落不到实处。

真要落实，也不难。
第一，保证每天一节体育

课，这就45分钟了；
第二，保证每天大课间的课

间操，也有20分钟了；

第三，除去大课间，上午、下
午各有2次小课间，共40分钟，但
有些同学可能待在教室里，假设
平均有50%的同学去户外活动，
记20分钟；

第四，下午放学之前，第三
节课过后，还有一段弹性时间，
有的上自习、开班会，有的锻炼，
有的上兴趣班。

前三项相加，一共85分钟；
第四项，也就是下午正课结束之
后，用来进行35分钟的户外运
动，完全可行。

“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听
上去时间挺长，一分解，其实不
难办到。如果真正落实，即便只
是户外散步，对孩子们的视力，
也大有益处。

关键还是那四个字：强制，
所有。所有的学校都执行，才有
效果。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
学校之间互相“攀比”——— 他们
为 什 么 可 以 不 听 ？ 那 就 麻
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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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被骗10万元”

发出什么警示
□ 李伟 李代祥

近日，武汉一所财经政法类
高校的一名博士生被诈骗10余万
元，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不少网友
关注。记者了解到，该生所在学
校正对他予以关心，并配合警方
开展调查。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受害
者不少，从老人、大学生，到如今
的博士生，足见在诈骗犯罪分子
面前，无论年龄大小和学历高低，
都难免遭受其害。这警示我们，
除了要进一步加强防范，更得加
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力度，
坚决遏制其猖獗势头。

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繁多，套
路不断升级，手段不断翻新，令人
防不胜防。尽管相关部门和学
校、银行等相关单位都作出过一
些提醒，但仍不时有人中招。为
此，需要进一步加强防范电信网
络诈骗的宣传和教育，做到更加
细致，把服务送到群众的身边，不
断增强人们防骗的意识，提升人
们防骗的技能。

作为国家相关部门，特别是
公安、市场监管、税务、工商、银
行、通信等，要加强一体化联动，
加大打击力度，通过全链条的合
作，严打电信网络诈骗。

必须看到，防骗反诈需要全
社会共同参与，谁都不能做旁观
者，谁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每个
人都得提高防范意识，保护好个
人信息，主动了解最新诈骗手段，
增强判断能力，不给诈骗犯罪分
子以可乘之机。

□ 殷呈悦
“经过一个月的考虑，我作

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把祖
传的秘方无偿捐献出去……”近
日，一则集合了多名“神医”语录
的视频在网络热传。视频中，约
40名各路“神医”，纷纷称经深
思熟虑后，违背祖训，将治病的

“祖传秘方”贡献出来。据报
道，“神医”之一的张文荣确实
是一名中医。3月9日，张文荣
坐诊的北京鹤年堂中医医院发
布声明，称张文荣所有的宣传
广告信息与医院无关，并免去其
荣誉院长的职务。

在网络流传的“神医”视频
里，张文荣出镜率颇高，在不同
的场合，着不同服装，宣称从曾
祖父开始，一家几代专门治疗

一体多病、腰突病、心脏病等疾
病。单看张文荣等“神医”的讲
述，加上年近古稀的高龄、救民
济世的架势、愁苦焦虑的神色，
还真容易让人对治病“秘方”信
以为真。可把这各路“神仙”的
画面拼接合并，如出一辙的节
目形式和动情说辞显然有同一
个脚本，既让神医标签不攻自
破，也让卖药的狐狸尾巴暴露
无遗。冠以“神医”的光环，给
药品加上“秘方”的滤镜，无非
是为了夸大“神药”疗效，提升
销量和收入；可对于上当受骗
的消费者来说，付出的很可能
是养老钱、治病钱，甚至是救命
钱。据张文荣回应，他所说的
都是编导设计的台词。不论台
前的出镜“神医”，还是幕后的

制作团队，如此利欲熏心，既不
讲道德，也涉嫌虚假宣传。

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都
将“神医”卖药的短视频当作笑
料，戏称其为“神医宇宙”。对
于此类坑蒙拐骗之举，除受到
网友群嘲，还应该被“群打”。
医院出于维护自身形象的需
要，将张文荣免职。那么，视频
里的其他“神医”呢？是找来的
演员，还是也有医生的身份？
除了免职，冒充祖传“神医”卖
药，要不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有媒体报
道称，相关部门曾在2017年针
对电视“神医广告”现象，公布
了13个被查处的典型案例。其
中一些“神医”在电视上收手后
转战网络平台。在此次“神医

宇宙”的视频中，就能重见他们
的“高超演技”。曾被官方曝光
过的“缺德艺人”，为什么能顺
利重操旧业？“神医”卖药借助
的网络平台，究竟是审核不严
还是故意默许？“神医”力荐的

“神药”，到底有没有效？面对
完整的“神药”制假流程，不能
止于揭穿镜头前的江湖骗子，
也不能只是一家医院辞退失德
医生，还得查出幕后的始作俑
者和利益相关人，真正对“神医
诈骗”产生震慑“疗效”，不能任
由这些“神医”四处“坐堂”。

同样的画风卖的是不同的
“神药”，不同的“神医”其实真
的违背了同一个祖训，不是所
谓“秘方不能外传”的祖训，而
是“良心不能失传”的祖训。

“神医”违背祖训，到底卖的啥药

记者3月10日从浙江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获悉，浙江省消保委联合宁波市消保委近期对各
网络直播平台销售的部分羽绒服装就消费者关心
的质量参数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八成样品不
符合国家标准。 据新华社

真正的学霸，没几个身体素质很差的。那些眼睛高度近视的，往往也不是学霸。“经常锻炼”“特能坚持”，才
是学霸真正的标签。

直播带货羽绒服，抽检八成不达标。
天花乱坠套路多，谨慎购买免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