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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应该养成的好习惯
1.没病也要定期体检；2.不渴

也要多喝开水；3.遇事烦恼也要

想通；4.没有喜事也要快乐；5.

有理也要让人三分；6.有权也要

低 调 做 人 ；7. 不 觉 疲 劳 也 要休

息；8.生活不富也要知足；9.再忙

也要重视锻炼；10.没事也要互相

问候。 @南岗发布

保护大脑的12个习惯
1.没事哼歌曲；2.用关心的口气

跟别人说话；3.多吃含铁食物，如

猪肝、黑木耳；4.家里窗帘增加一层

遮光布；5.戴耳机打电话；6.工作时

思绪卡壳看看绿色植物；7.多喝

水；8.作息规律；9.睡眠充足；10.多

运动，做腹式呼吸；11.不吸烟；12.不

喝酒。 @人民日报

非 常道

人社部：努力在2020年基本实现
农民工工资无拖欠

人社部副部长游钧谈及“农民工工资”相关

问题时表示，现在农民工有2.87亿，通过系列措

施，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但是，部分行业特别是工程建设领域欠薪问题

仍然比较突出。下一步，人社部将继续加大治

理力度，努力在 2020 年基本实现农民工工资无

拖欠的目标。

面对“开学恐惧症”不要过分担忧

＞

▋左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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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半扇门”暴露责任链松垮
▋王甄言

热点 冷评

“不想上学、晚上失

眠、上课走神”……随着

新学期开学，上海儿童医

学 中 心 心 理 咨 询 门 诊

“热”了起来，前来咨询学

习问题和情绪问题的患

儿也逐渐增加。有的家长甚至表示，面对

开学，自己也感到有些紧张。对此，专家

表示，开学恐惧症已逐渐成为影响患儿自

身、家庭、学校的一种常见情绪障碍，特别

是对儿童学业、社交、情绪和身心发展产

生巨大损害。（2月26日《青年报》）
“开学恐惧症”其实是很普遍的现象，

与“上班恐惧症”一样，既不要害怕，也不

可大意。“开学恐惧症”产生的原因，主要

是过于放松的假期生活与过度紧张的学

习生活的反差太大，造成一部分中小学生

在生理、心理上难以适应和接受。开学

后，一部分中小学生还留恋这种自由自在

的假期生活方式，对紧张的学习生活忧心

忡忡，对学校生活产生焦虑和恐惧。

笔者以为，“开学恐惧症”实际上是一

种精神紊乱，也是一种心病，心病需要心

药医。所以家长们不必害怕着急，要对孩

子有正确的期望，避免一味追求学习成

绩，不要随意打骂和讥讽孩子，使孩子感

到压力巨大；千万不可变本加厉催促孩子

收心学习，限制所有游戏娱乐，对于已经

有恐惧反应的孩子，这样的行为可能反倒

进一步加重孩子的恐惧和逆反心理，不利

于孩子尽快调整状态，投入学习；要避免

焦虑情绪的相互传递，防止坏情绪的污

染。亲子之间多沟通有助于缓解彼此压

力；规律的作息时间和充足的睡眠对孩子

从假期模式转换到上学模式有很大帮助；

发现问题后应及时、主动向老师或医师寻

求帮助，不要逃避或拖延。

“开学恐惧症”需要心药医。专家指

出，“开学恐惧，与其说是一些中小学生的

自我调适能力不强，不如说是学校和家庭

教育的科学指导还没有真正到位。学生积

压了各种各样的烦恼和压力，家长和老师

不但不能帮助舒缓，反而一步步紧逼施压，

孩子在这种情况下能不对开学恐惧吗？”家

长面对孩子“开学恐惧症”也不要过分担

忧，因为学生上学，尤其是幼儿园的孩子入

学，内心需要一个逐渐适应过程。这时候，

需要家长的特别关爱，需要学校通过适当

的方式缓解新生的压力，通过心理疏导来

帮助他们走过最初的不适应，无需将“开学

恐惧症”过分标签化和放大看待。

破解老人被骗术“围猎”
子女是关键

▋苑广阔

事务“繁忙” 王恒/漫画

机场、车站安检口，

旅客排成长队；医院挂号

口、取药口，患者、家属摩

肩接踵；银行网点窗口、

水电气交费口，市民列队

翘首……在“放管服”改

革 大 力 推 行 的 当 下 ，与

“马上就办”“只跑一次”

等政府办事方式相比，一

些公共服务行业却“风光

依旧”：“开半扇门、关半

扇门”，开一半窗口，关一

半窗口，让前来办事的群众止步于“一米线”前。（2月26日《半月谈》）
“放管服”“马上办”“只跑一次”等服务承诺的宗旨是方便群众办

事，降低办事成本。实现这个服务宗旨，公共服务部门要主动革故鼎

新，改旧制、立新规，建立现代服务机制。迄今，仍有公共服务部门“开

半扇门、关半扇门”，暴露出诸多问题，需要从制度层面下功夫，约束公

共服务部门，倒逼公共服务部门主动打开整扇门。

一则，服务意识比较欠缺。坚持以“方便群众办事、降低办事成本”

的服务宗旨，需要公共服务部门从领导到负责人以及窗口工作人员树

立热心服务群众的理念，只要没有禁令，凡有利于群众的服务事项都要

主动作为。群众的要求只要合理，就要及时解决，不能解决的要及时向

上反映，争取尽快解决，尽量不把问题拖下去，不让群众受麻烦。

二则，责任意识比较欠缺。现实而言，公共服务部门开“半扇门”，

出现群众排长队，而服务窗口却没有全部打开，甚至工作人员已经就

坐，却摆出了“暂停服务”的冷牌，拒绝办理公共服务，实在堵心。问题

的根源是什么？说白了，就是责任意识不强，责任链松松垮垮，这也是

公共服务部门能否服务好群众的关键所在。

三则，缺乏灵活应急机动机制。实话实说，公共服务窗口的“拥挤”

情况也分时段或时期，有时出现高峰期，排队长、办事难，有时则为低

谷，工作比较清闲。因此，如果公共服务部门全天候打开所有服务窗

口，有时则会养闲人，增加公共服务部门的人力成本。基于现实，公共

服务部门要建立灵活应急机动机制，在办事高峰期增开服务窗口，增加

服务人员，反之则减少，这应成为现代服务的标配。

另外，问责机制缺失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当服务窗口工作

人员对办事群众“生、硬、冷、推”时，以及发生严重“拥堵”现象时，没有

采取应急措施，导致群众不满意。不问责，也会导致责任松松垮垮。因

此，公共服务窗口的门也不可能全部打开。

春节前，多地曝出老年人被骗的消息。在保

健品推销、纪念币收藏品拍卖、高息理财等骗术

的“围猎”下，一些老人少则损失数千元，有的被

骗光一生积蓄，负债累累。（2月26日《新京报》）
“围猎”是一个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的词语。

而当这被“围猎”的猎物换成了防范能力本来就弱

的老年人，结果更是可想而知。近年来，这种专
门针对老年人群体的骗局时有发生，尽管有关部
门也加大了打击的力度，但是因为很多骗局是披
着合法的外衣，游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公安机关
等并不适合提前介入，直到等众多老人上当受骗，
才依法给予打击。这在客观上也助长了这种针对
老年人群体的“围猎式骗局”的日益猖獗。

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要完善，公安、工商等部
门的打击力度需要加强，但是结合以往的案例和
被骗老人的惨痛经历来看，目前针对这种“围猎
式骗局”的破解关键还是在老年人的家人，尤其
是子女身上。可以说，这也是破解“围猎式骗局”
最务实、最高效、成本最低的方法和途径了。

这些老年人之所以会中了骗子的圈套，损失
惨重，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与社
会发展出现了脱节，导致个人掌握的信息严重滞
后于社会现实。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不想
让家人和子女觉得自己老了，没用了，所以才去
通过投资创造财富，反而上了骗子的当。

而这几个因素，恰恰和老人的子女有着直接
的关系。那么作为老人的子女，或者教授父母掌
握这些获取信息的工具和渠道，或者直接把相关
信息告诉父母，让其思想跟上时代。而老年人之
所以努力想证明自己，“不服老”，同样是因为子
女对他们的呵护不够，甚至在平时的生活、相处
中，有意无意地认为他们落伍了，没用了。

对老年人，我们既要给予陪伴，帮助他们寻找兴
趣和爱好，让他们寻找到人生晚年的价值所在，同时
更要扮演好他们的信息领路人角色，让他们对当前
社会包括各种五花八门的骗局在内的信息有所了
解，有所掌握，有了了解才能谈得上识别与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