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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感丧失
是痴呆的征兆

早发性痴呆属于精神疾病的一

种，但患者经常被误认为患有抑郁症。

近日，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发现，如

果出现对快乐感知能力下降的情况，

很可能是患有额颞叶痴呆症。目前还

没有特殊药物能完全治愈这类疾病，

患者需要家人更多关心和照顾。

@生命时报

微声音

温柔与宁静的人
才能享有情深意重

生活中并不是只有对与错，很多

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克制和宽容。只有

那些特别温柔与宁静的人，才能享有

情深意重，才能山高水长。有时，懂得

低头才是大智慧，能看到他人的不容

易，你才能走得更远。

@人民日报

动画片成人化，还须监管精准化
■ 汪昌莲

“作弊神器”换不来“幸福明天”时事乱炖

近几年，作弊器材五花八门，从仿形橡

皮、直尺作弊器材到低频隐形耳机，再到调

频手表与“枪手”遥相呼应……一些不法分

子在网络上兜售作弊器材，宣称只花千元就

能轻松考过，诱导考生作弊。教育部提醒，

在高考中非法制售和使用无线考试作弊器

材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国家教育考

试安全，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公安机关将依

法予以严厉打击。（6月6日《北京青年报》）

金榜题名时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儿。为

了金榜题名，有人努力付出，也有人想走捷

径。每年高考之前，五花八门的“作弊神

器”就开始大行其道了。

从仿形橡皮、直尺作弊器材到低频隐

形耳机，再到调频手表与“枪手”遥相呼应

……“作弊神器”随着科技的发展，开始越

来越神奇了。一些不法分子在网络上兜售

作弊器材，宣称只花千元就能轻松考过，诱

导考生作弊。应该说“改变命运”的期待是

可以理解的，但是，想依靠“作弊神器”改变

命运，不仅是行不通的，而且也换不来“幸

福明天”。

对于考生和家长而言，需

要有正确的认知。“知识改变命

运”，这里强调的是“知识”，只有

拥有了“知识”，才能真正改变命

运。能够改变命运的是“真才实

学”而不是“作弊神器”。我们需

要鼓励“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奋

斗，却不能固执地相信所谓的

“作弊神器”，为了所谓的幸福

而不择手段，失去底线。

“作弊神器”确实很神奇，

但是“作弊神器”再神奇，在现

代科技面前也会“现出原形”，

科技越来越发达，有多少“作弊

神器”能躲过现代科技的拦截？最终只会

是害了自己。即便“作弊神器”能够引领你

蒙混过关，可是没有真才实学，最终走向社

会也不会有精彩人生。每年都有人因为使

用“作弊神器”被处罚，有的被取消考试成

绩，有的被“终身禁止高考”，有的甚至今后

不能报考公务机关，教训是惨痛的。

当然，还需要思考的是，使用“作弊神

器”入刑，生产“作弊神器”也得法办。执法

部门应该在源头上加大打击力度，不能让

“作弊神器”祸害了考生，让考生一时冲动

而失去理智。

■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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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近视成为国家战略重在形成合力
■ 堂吉伟德

每年 6 月 6 日是

全国“爱眼日”。从

2016年到2019年，连

续 4 年的全国“爱眼

日”主题聚焦儿童青

少年近视防控。“小

眼镜”越来越多，让

无数家长既揪心又无奈。这个关系家庭健

康、民族未来的大问题怎么破解？听听专

家怎么说。（今日本报13版）

造成近视的原因很多，包括手机、电脑

等电子产品的普及和使用，用眼过度、用眼

不卫生、缺乏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等因素，

但主要原因还是学习任务过重，造成学习

被动用眼过度而难以得到休息。《中国义务

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数据显示，户外锻炼不

达标、学习负担过重以及睡眠不足等现象

依旧普遍存在于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中，

且随着年级越高，这种现象越严重。事实

上，正是越来越厚的书本和越来越多的作

业，占用了学生的休息、锻炼时间，为眼睛

近视埋下了隐患。一项调查显示，认为每

天睡眠时间充足的仅有 26.1%，睡眠不足 7

小时的则高达 47.9%，睡眠时间 7 小时左右

的有26%，还有部分学生每天睡眠不足5小

时，其主要原因就是“作业量过多所致”。

预防和遏制近视的发生首先之举就是

“学业负担减轻”，减少过多的作业量让中

小学生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其实，早在2008

年，教育部就发布了《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

控工作方案》，对学生睡眠时间作出规定：保

证小学生每天睡眠 10 小时，初中学生 9 小

时，高中学生8小时。然而实际上，学生家

庭作业禁令成为摆设，学生家庭作业量不

但没有下降，反倒有成为家长作业的趋势。

诱发近视的每个诱因都可以预防，每

个致病因素都可以治疗，防治近视率不只

是学校和教育的事，也不仅是政府和家长

的事，而属于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考试

和升学等压力下，家长、老师和学生是否能

够做到一体化，关乎最终的成败。从已有

的各项禁令来看，在近视防控已成为国家

战略的情况下，要让各种有温度的措施最

终成为善策，就必须让各项减负禁令的实

施更有力度，更有完善的配套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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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博主发文，直指动画片《精灵

梦叶罗丽》内容过度成人化，在网上引起争

议。对此，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回

应，已经要求该公司进行核查整改，该公司

已修改容易引起歧义的内容，并在相关播

出平台进行替换，下一步将组织专家对作

品进行全面审查。（6月6日中国新闻网）

近年来，儿童模仿动画片悲剧频发。

2017 年 3 月，乌鲁木齐一名 5 岁的女孩模

仿动画片的样子撑着一把伞从11楼跳下

摔成重伤；2016年，陕西一名10岁的女孩

模仿《熊出没》主角光头强用电锯锯开了

妹妹的鼻子和右脸……

可见，动画片存在暴力失度、语言粗

俗、情节危险等问题，对未成年人造成的危

害更大。未成年人模仿性极强，影视作品

中的一些危险、暴力、暴露等镜头，往往会

成为未成年人的示范教材，这对于他们的

健康成长极为不利。比如，动画片《精灵梦

叶罗丽》内容过度成人化，在网上引起争

议。特别是，此前有媒体曝光“史上最大尺

度动画片”，片中出现了动物拟人化的女

性乳房，明显突破了“少儿不宜”的底线，

给未成年人的认知造成误导，势必会影响

到他们对人与动物的正确区分和判断。

除了少儿影视成人化之外，现在的影

视作品，大都存在“三多”现象，即暴力镜

头多、暴露镜头多、吸烟镜头多。这些影

视作品，虽没有标明“儿童不宜”，却具有

许多“儿童不宜”的成分，不分时段、不分

场合地播出后，自然会对未成年人产生潜

移默化的负面影响。可见，在现实生活

中，无论是影视创作者，还是相关管理者，

实际上扮演了“灰太狼”的角色，成为摧残

“喜羊羊”身心健康的罪魁祸首。

因此，动画片成人化，还须监管精准

化。首先，应尽早出台国产动画片内容标

准，对暴力、低俗、危险情节和不文明语言

做出严格限制。同时，不妨借鉴国外做法，

实行“分级制”，有关部门照此进行严格的

管理，影院也严格照此执行。特别是，针对

动画片等少儿影视作品，既要避免过度拟

人化，更要规避成人化。要知道，影视作品

创作，其核心就是保护未成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