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悲秋综合征”需要社会共同参与

谁在把“青少年模式”当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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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是 我 国“ 限 塑

令”颁布的第 15 个年头，

15年限塑，效果却让人尴

尬。无论是大型超市还

是集贸市场，人们发现消

费者使用塑料袋的情形仍然普遍：超市塑料

袋随意取，一种菜一个袋，七、八样菜七、八个

袋，有的是大袋套小袋；外卖食品也总是会被

塑料袋包裹得“里三层外三层”。

2008年，我国颁布“限塑令”，要求在全国

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

米的塑料购物袋。“限塑令”颁布后，各地采取

强有力的措施将“限塑”付诸行动，“限塑”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受价格、新增需求等多

方面因素的叠加，小小塑料袋如今卷土重来。

塑料袋带来的白色污染有目共睹。据联

合国环境署评估，每年有超过1400万吨的塑

料进入并破坏水生态系统，预计到 2030 年，

相关污染还将增加一倍以上。

小小塑料袋为何屡限不止？首先，是其“替

代品”吸引力不足。相比塑料袋，无纺布等材质

的环保袋“颜值”始终没有提升，不仅价格更贵，

携带也不方便。而塑料袋不仅便宜，装完商品

还可装垃圾。其次，监管不力。想当初，超市、

菜市场几乎天天有人检查监督，商家自然不敢

放肆。但随着时间推移，监管部门鞭长莫及，惩

罚力度越来越小，检查次数越来越少。

“限塑令”尴尬的背后，是白色污染卷土

重来。我们不能只算眼前的生活小账，而要

算长远的环保大账。与其等到不得不付出惨

重代价，不如现在就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各

地各部门都要夯实主体责任，堵住“无限制提

供和使用”的漏洞。

一要“堵”，从源头上遏制。环保、质监、工商

等部门必须在塑料袋生产的审批、监控、执法环

节中出狠招、抓落实，不让违规产品流入市场。

二要“疏”，让政令更加接地气。完善塑

料袋销售、使用和回收的全链条制度设计。

塑料袋薄利多销，如果适当涨价，大家“扯袋”

的手可能就会停一停。如果通过政府补贴，

在超市等地对使用环保袋的消费者给予一定

奖励，也许能鼓励更多人养成随身携“袋”的

好习惯。此外，作为替代品的环保袋大都又

贵又笨重。如果能利用新材料技术，做到平

价又便携，相信不少人会为其转身。

最后，进一步从法律法规层面细化相关

规定，以及明确违反相应规定的惩处措施。

监管部门也要进一步强化监督与检查。

无论是堵还是疏，都离不开公众意识

的转变。限塑是个长期过程，需要每个人

的坚持。 栗 水

“限塑令”15年,何以难限小小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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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以来，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就诊

人数明显增多，较前增加了 20%左右。精神

科副主任医师陈红梅提醒：秋季是抑郁症等

“情绪病”的高发时段，公众要注意识别不良

情绪，警惕“悲秋综合征”发生。萧瑟秋日，该

如何保持稳定的情绪，怎么应对“悲秋综合

征”多发趋势，是社会面临的一道考题。（10

月15日北京日报客户端）

“悲秋综合征”不仅近期在北京呈现多

发趋势，而且其他不少地方同样如此。比如

在西安的一些医院，也出现了大量患者。有

调查显示，抑郁症在一年中以秋季发病率最

高，可达 35%。“悲秋”不再仅是诗词里的感

伤，而是民众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

秋天容易出现精神与心理疾病，首先与

自然环境有关。秋天落叶飘落，大雁南归，让

人易生离别之感。入秋后光照减少，导致人

体激素分泌、睡眠节律出现变化，容易让人心

情低落。

从社会环境来看，秋天是很多单位冲业

绩、抓工作进度的季节，很多人频繁加班压力

大，心理容易“感冒”。

预防“悲秋综合征”，个人要学会给心情

“放秋假”。乐观是最强的动力、最高的素养，

埋怨自己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与其深陷情

绪的泥淖当中，不如重新整理心情，认真总结

提升。

“悲秋综合征”多发，还应引起社会的普

遍重视。在秋季，学校要尽量多开心理课、多

进行心理辅导，给予学生多一些呵护；用人单

位在抢抓进度的同时，也不忘给职工少一些

压力；秋季“情绪病”高发，医疗机构要增加心

理与精神门诊，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人员和家

庭医生等，更应将预治“悲秋综合征”当作上

门服务的重点内容。针对“悲秋”的疾病研究

和药物开发，也应加速推进。

总之，若想将“悲秋”变“喜秋”，不仅个人

要做好维护心理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而且还

需社会共同参与，通过更有效的预防和干预

举措，让民众多些收获的喜悦，少些凋零的愁

闷。不仅秋天如此，一年四季甚至一生一世，

都需精心呵护好民众的心理健康。 唐传艳

“青少年模式”是应对未成年人触网

风险的“防火墙”，可一些不法App却就此

动起了歪心思——提供“会员尊享特权”，

帮助付费用户绕过屏障。近期，天津市滨

海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购买

会员即可破解“青少年模式”的不正当竞

争案，最终涉事App被判赔300万元。

如此重罚，着实不冤。该案原告的

App内设“青少年模式”，打开首页即会有

弹窗提示。而被告公司运营的App，却以

“限时免费”吸引用户开启屏蔽功能。开启

后再打开原告运营的“某视频”及“某

NOW直播”等网络音视频软件时，该App

会自动跳过或屏蔽“青少年模式”的入口弹

窗，使用户无法通过首页提示使用“青少年

模式”。一番操作之下，防沉迷系统形同虚

设，商家借此牟取暴利，不仅侵害了原告公

司的权益，更会将未成年人引入歧路。

“青少年模式”几乎已成各大 App 的

标配，为何仍有商家铤而走险做这些不法

勾当？说到底还是利益的驱使。青少年

群体数量庞大，是网游、直播、短视频等的

重要目标群体，但他们年龄尚小，自控力

相对较差，很容易发生冲动消费。利欲熏

心之下，个别商家平台就开始对相关规定

阳奉阴违了。除了上述的“作弊App”，其

他路子也不少。比如，有的工具可以破解

密码，让“青少年模式”成为虚设；有的卸

载App再重新安装，就能轻松绕过时长限

制；至于实名要求，更是随便找个身份证

号就足以通过……可以说，为了破解“青

少年模式”，已经催生出了一套攻略，甚至

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

平台逐利无可厚非，但不能什么钱都

赚。对拥有技术优势的平台而言，筑牢“青

少年模式”并非难事，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

的动力予以落实。我们期盼广大平台拿出

责任心，更呼吁相关部门强化监管与督

促。对于那些破解“青少年模式”的第三方

App，更要见一个、打一个，持续消弭其生

存空间。当然，“青少年模式”并非万能，也

不是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根本办法，

家长言传身教、学校理性引导同样不可或

缺。人人都来参与，方方都要尽责，才能真

正呵护好“互联网原住民”的成长。

让防沉迷真正防到位，青少年们才能

在网络世界收获更多善意与美好。

孙延安 北京日报客户端

人的好运从这里来
1.注重仪表，大方得体。保持干净和得体，既

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一种积极的生活状态。认真

对待自己的人，方能最终收获生活的礼物。2.终身

学习，敢于尝试。学习是最好的投资，你学到的知识

和技能越多，能把握住的机会也会越多。3.稳定心

态，保持乐观。当你学会了保持乐观、戒掉冲动，烦

恼才会越来越少。当你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才能

持续精进，收获更好的人生。4.坚持锻炼，保养身

体。只要坚持动起来，哪怕是散步、慢走等舒缓的

运动方式，也能给人带来健康与幸福。@人民日报

不要和认知低的人较劲
人与人之间，三观各不相同，认知也有高有

低。和不同层次的人争辩，是一种自我消耗。不和

认知低的人较劲，才是一个成年人真正的成熟。一

个人的思维惯性一旦产生，就很难接纳别人的意

见。很多人总觉得理不辩不明，可走着走着就发

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见。他人的偏见，认知迷

宫里的无头路，谁也不能走进别人的头脑，带他走

出这条迷宫。不与有偏见的人辩是非，是对世界的

接纳，也是对自己的放过。你保留你的看法就好，

我不会改变你，你也不要影响我。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