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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花：
优秀的企业家最“善变”

为什么马云去演小品，王健林去唱歌，保守的

刘永好董事长和马蔚华行长两个人去演京剧了，

因为他们也要变成新生活方式的体验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陈春花

认为：日新月异的信息爆炸时代，未来和现在的距

离越来越短。对企业来说，稍微慢一步，很快就会

掉队伍。很多企业都说是技术淘汰了它，其实是

它们离新的生活方式太远了。（陈春花，北大国发
院教授、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这样吃冷饮不伤身！
送给管不住嘴的你

炎炎夏日，很多人抵挡不

了冷饮的诱惑，《生命时报》根

据营养专家建议，总结出吃冷饮

不伤身的秘诀。最佳时段：1.中

午；2.饭后1小时；3.含5秒钟再

咽。禁忌时段：1.身体很热时；2.女

性生理期间、月经前后一周；3.空

腹时；4.呼吸道不适时；5.头痛、

肌肉酸痛时。 @生命时报

75%浓度酒精的妙用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对医用酒精知之甚少，

只懂得它能消毒。其实，酒精怎样

用与其浓度密切相关。中南大学湘

雅医院感染控制中心主任医师任南

指出，家家都该备一瓶 75%浓度的

酒精：①轻微外伤消毒 ②去污除

垢 ③清洗衣物 ④止痒消肿 ⑤止牙

痛 ⑥种植花卉。

@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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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班不是跟电视游戏“抢”孩子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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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不让进村”有违法治精神
▋郭元鹏

时事 乱炖

近日，北京市昌平北七家镇白庙村的快递员和

快递车辆禁止进村，住在村里的人只能到村口取快

递，增添了不少麻烦。7 月 23 日，村委会一工作人员

称，因此前有快递车撞到小孩，此举出于安全考虑。

（7月24日《北京晨报》）
在这个村庄里，村民需要邮寄快件，快递员只能

在村口等候办理业务；村民需要接收快递，也只能跑

到村口的路边等候。何以出现如此尴尬现象？村委

会的工作人员义正辞严：为了确保安全，村里有孩

子，送快递的车辆是危险的因素。

这样的理由似乎是冠冕堂皇的，但是这不是禁

止快递进村的理由。解决问题需要走正确的道路，而

不是歪门邪道。

“快递不让进村”有违法治精神。没有一条法律法规

规定送快递不能进村，既然法律没有禁止，就一定是允许

快递进村的。那么，作为一家基层的村委会，是没有权力

限制快递进村的。村里的道路属于村里，村里的道路也不

仅属于村里，还属于全社会，谁也没有权力限制他人出行。

保障安全的出发点是好的，只不过是采取的措施是

不合适的。解决安全的问题，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想办法。就像北京的这个村庄一样，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其一，可以教育引导孩子，不要在村庄道路上打闹，

让他们遵守安全规则；其二，可以给村民善意提醒，让他们

管理约束好自己的孩子；其三，可以与快递公司沟通，到村

里送快递的时候，让他们文明出行，为了保障孩子安全，可

以倡导快递小哥放慢车速，甚至推车前行；其四，最为直接

的办法就是设置固定“存放点”，让快递小哥不需要一家

一户奔跑，让取件的村民到村内的固定地点领取。

更值得追问的是：“快递不让进村”的背后，究竟

是为了安全，还是发生了利益纠葛？

“快递不让进村”，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

热点 冷评

23 日上午，武昌区粮道街

马蹄营菜市场内发生一场闹

剧：一名买菜的爹爹，抢下卖菜

摊贩的秤杆，把女摊贩打得头

破血流。而这场闹剧的起因，

竟是一根苦瓜。随着武汉气温

不断升高，市民出行时的情绪

也随着气温升高变得焦躁起

来。连日来，地铁乘客“情绪中

暑”事件时有发生。（7月24日
《武汉晚报》）

最近几天，全国各地先后

进入高温天气，纷纷开启“烧烤

模式”。而当我们采取各种有

效措施避免身体中暑，危及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时候，却

往往忽略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

危险，那就是“情绪中暑”。所

谓“情绪中暑”，顾名思义，就是

人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个人

情绪出现波动和异常，进而导

致行为方式上的异常，对自己

或他人带来危害的行为。

按照医学专家、心理学家的

说法，当气温超过35℃、日照超

过12小时、湿度高于80%时，持续

的闷热天气容易对人体下丘脑的

情绪调节中枢产生负面影响，让

人心烦意乱、无精打采、食欲不

振、急躁焦虑，人容易情绪失控，

频繁发生摩擦或争执等现象，这

就是被心理专家称之为“夏季情

感障碍”的一种心理学疾病，就

是我们俗称的“情绪中暑”。

由此可见，“情绪中暑”确

实是一种病，而且在夏季高温

天气下最容易被诱发，如果不

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采取有效

的措施进行积极的调节，很可

能会害人害己。

一般情况下，“情绪中暑”

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自我的心

理调节而得到纾解的。一方

面，要像避免身体中暑那样，比

如早晚多开窗通气，采取有效的

措施进行降温防暑，尽量给自己

创造一个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

境，让身体保持一种健康的状

态；另一方面，当在工作、生活中

遇到纠纷、矛盾等等让自己不顺

心的事情时，要有意识地提醒自

己，这可能是“情绪中暑”了，然

后努力提醒自己保持克制、避

免情绪的波动和爆发。

当然了，如果问题确实比

较严重，比如到了夏天人动辄

就发脾气，自己又控制和管理

不好自己的情绪，那么也不妨

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忙，以避

免自己的“坏脾气”无法安然度

过这个炎热的夏天，给自己也

给别人带来麻烦和困扰。

夏日高温谨防“情绪中暑”
▋苑广阔

10 多天来，陈明敏感

觉 每 天 都 过 得“ 兵 荒 马

乱”的。因为，儿子辰辰

放暑假了。把“时刻都精

力无限”的 8 岁男孩独自

放在家里，是她“想都不敢

想”的事。为了填满孩子大把的暑假时

光，她给辰辰报了各种培训班，一周7天都

排上了课。然而这并没有让她松了一口

气，原本每天“家、学校、单位”三点一线的

奔波路线，一下子变得像个密密麻麻的蜘

蛛网。暑假，这个本该属于孩子的快乐时

光被彻底“绑架”了，陈明敏也被“绑”得疲

惫不堪。（7月24日《中国青年报》）
孩子需要休息，暑假就是给孩子休息

和调整的最佳时间，但家长却怕孩子休

息，也为了孩子的安全，将孩子“绑”进了

培训班。因此，许多带着孩子四处“跑

班”或是把孩子送进托管班的家长，都坚

持认为要用上课把孩子时间占满，“这是

在跟电视和游戏‘抢’孩子，毕竟暑假两

个月的时间，不能就这样白白

虚度了吧！”可这么做，不仅没

有什么效果，而且还把孩子弄

得很累，当然，也浪费了钱。

其实，在暑假里，孩子可

做的事很多，家长可做孩子的

向导和伙伴，比如可以引导孩

子做自己的暑假计划，规定每

天的作息、学习时间和休息娱

乐时间，并要求孩子严格遵

守，培养其规划时间的能力和

责任心。还可以陪孩子一起

做家务，帮助孩子掌握一些基

本生活技能，比如打扫自己的房间、洗

碗、扫地等；与孩子同读一本书，彼此分

享读书心得，也能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

惯；跟孩子做做运动，或是一家人去旅游

等，哪怕是饭后一家人一起散散步，也都

是不错的亲子互动。

诚然，家长很忙，上班挺累的，还要管

孩子，这是挺难的事，但这也不是要送孩

子进培训班的理由，家长应该抽时间陪

孩子，当然，一些单位也可以人性化些，

允许一些员工请假，允许一些员工请年

休假陪孩子，甚至奉送几天“陪孩子假”，

而一些职能部门也应该组织一些公益活

动，学校也不能放任不管，同样可以组织

一些活动，只要能够让孩子在暑假中有

所得，不是陷入培训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