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产品成哄娃“神器”
孩子沉迷 家长着急
本报记者 尹 超

边吃饭边看动画片、大人孩子
一起刷手机、孩子一闹就用平板电
脑哄……这是生活中的常见现象。
一项调查显示，八成受访者喜欢用
电子产品哄孩子，近半数家长引导
小孩科学用眼的意识普遍较弱，不
少儿童沉迷电子产品。

家长热衷用电子产品哄娃

“我儿子一周岁，看到大人玩
手机，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总想
抢过来玩。孩子爸还经常抱着孩子
刷手机，看娃娱乐两不误。经常说
他，可是改不了。”市民张婉悦
说，她表姐家孩子也这样，经常一
边吃饭一边刷手机，把手机收起来
孩子就闹，玩手机还能消停会儿。

现在，电子产品已成为许多家
长用来哄孩子的“玩具”，不少家
长表示，只有电子产品能哄住娃，
不给玩不行。“我外甥两岁多了，
因为不常见，跟我不太亲近，但只

要拿手机一哄，可听话了，又亲又
抱的。”市民李佳佳说，“我朋友的
孩子 3岁半了，每次大人谈事情，
朋友就把平板电脑拿出来给孩子看
节目。”

为了带娃轻松，给孩子玩平
板电脑，平时电视开着当背景音，
成为不少家长的日常。不仅在家
里，在公共场所，孩子坐在家长旁
边玩手机的场景也很常见。记者在
一家饭店看到，两位家长带着3个
孩子用餐，3个孩子几乎全程玩手
机，家长边吃饭边聊天，偶尔催一
下孩子吃饭，孩子根本不听。

一些家长或是因为工作忙碌，
或是意识薄弱，喜欢把手机给小孩
玩，因为孩子一玩起来就不哭不闹
了。慢慢地，孩子玩电子产品上
瘾。这也是导致小孩视力差的一个
重要原因。

孩子迷上电子产品

市民刘女士的儿子出生 7 个
月后就开始接触电子屏幕。2 岁
之前，孩子的兴趣在电视上。上
幼儿园后，孩子转而迷上手机和
平板电脑。“里面有一些早教启

蒙动画片，本想给孩子学习的，
没想到孩子却迷上了手机，现在
刷短视频比大人还熟练。”刘女
士说。

刘女士说，身边有好几个不到
10岁就戴上眼镜的孩子。“侄子读
六年级，之前他们班除了他外都戴
眼镜，现在，他也戴上了。”刘女
士说，侄子沉迷手机游戏，回老家
就用爷爷的身份信息注册账号，不
让玩就闹。

身处网络时代，电子产品已成
为“刚需”。在采访中，问及大人
是否会在孩子面前玩手机时，近九
成受访者表示会。

培养孩子正确使用互联网，也
是家长的重要功课之一。既要限制
使用，又要有所接触。采访中，也
有不少家长能合理安排孩子的时
间。“我们在孩子面前很少玩手
机，从小培养孩子读书的兴趣，现
在孩子6岁了，对电子产品兴趣并
不大。”市民张丽说，她家孩子不
仅喜欢读书，还能写一手好字，她
每天带孩子户外运动两小时，同时
控制孩子每天看视频，累计不超过
1小时。“有家长的陪伴，其实孩
子能放下手机。”张丽说。

多陪伴培养更多爱好

0至 6岁是孩子视觉发育的关
键期，长时间高强度用眼，加上电
子产品发出的各种射线，会严重刺
激眼睛，容易造成干眼病，也是诱
发近视的原因之一。

据国家卫健委2020年监测数据
显示，全国各地6岁儿童近视率超
过 9%，最高的达到了 19.1%。“这
在门诊中也有体现，前来就诊的患
者呈现低龄化趋势，越来越多的青
少年出现近视问题。”沧州中西医
结合医院眼科主任张沧霞说。

张沧霞介绍，青少年如果每天
面对电子产品6小时以上，还可能
会出现视频终端综合征，眼睛出现
发红、充血、干涩、有异物感、分
泌物多等症状。手机、平板电脑等
电子设备因屏幕小，需要更近距离

观看，对眼睛的刺激和伤害更大。
2岁及以下儿童，不建议看各种屏
幕。

“过多接触电子产品，带来的不
只是视力的伤害。”心理咨询师季红
说，沉迷电子产品，会影响孩子身
心健康发展。有不少沉迷电子产品
的孩子，社会适应与人际关系有所
欠缺。且网上不良信息较多，会影
响孩子价值观形成。

她建议，家长在孩子面前应少
用电子产品。家长应该认识到，最好
的教育是陪伴，应多抽时间与孩子游
戏，带孩子去户外活动，与同伴一起
玩耍。把电子产品交给孩子时，要提
前做好时间及方式的约定，并坚持原
则，不要轻易向孩子妥协。

此外，家长也可以考虑多培养
孩子其他的兴趣爱好，减少他们对
于电子产品的依赖，让孩子更全
面、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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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多年来，，
李 斌 寄 情 音李 斌 寄 情 音
乐乐，，一直在路一直在路
上上。。

像往常一样给花儿浇水，竟意外发现，球
兰长出花骨朵——那一团淡淡的粉，埋藏在枝
繁叶茂的绿叶间，并不易让人察觉。但它还是
这样无声无息地到来了，在这个初夏，带给我
一点小惊喜。

这株球兰，已经养了有四五年时间。在阳
台一角，向上向旁，顺着墙壁，爬满了墙。枝
叶翠绿饱满，郁郁葱葱，只是——不开花。

虽不是养花的好手，但曾经养的球兰，也
是花开满枝，满屋生香。搬了新家后，把球兰
重新插了枝，悉心照料，看着它一点点长大、
繁茂，也盼着像老房子里的球兰一样，有一天
能花团锦簇。

但是，一年，两年……球兰的叶片日渐硕
大肥厚，颜色翠绿欲滴，还是——不开花。

心想，是光照的原因吧。球兰喜阳，这边
的光照的确不是很好。心想，随它去吧，不开
就不开，这满眼的翠绿一样养眼。

浇水、剪枝，一如既往。
没想到，初夏的那个普通清晨，它来了

——带着希望、带着清新、带着美好的一朵
花。

等花开。等它一点点绽放。又细细寻觅，希
望可以再发现几朵，但是，只这一朵。也很好
啊！谁知道之后、或者明年不会开得多一点呢！

好好照顾它就是了。
想起多年前，在老房子给球兰分盆时，一

盆长势良好，一盆却打了焉。打焉的那盆，过
了两年也重新开花繁茂起来。

心若释然，向阳而生。有时不那么在意的
结果，就不知不觉地到来了。

想起前段时间读的一本书 《等一朵花
开》，作者小林老师说：“等一朵花开，需要很
多耐心和很多微笑。”

是的，即使是一朵花。给予它耐心，给予
它时间，或许某一天，它就会给你的生活带来
希望，带来意想不到的欣喜。

情寄琴音情寄琴音情寄琴音 无言也暖无言也暖无言也暖
本报记者 康 宁 摄影 赵华堂

因为爱好音乐，李斌的耳朵格外灵敏——特别是对口琴声。后来，他直奔北京电影学院“偷艺”，在音乐的国度里

一直前行。

情寄口琴

因为爱好音乐，李斌的耳朵格
外灵敏——特别是对口琴声。

受家庭影响，李斌自小喜欢吹
奏口琴。夏日的月光下，坐在院里
纳凉，吹上一段《山楂树》，夜风
伴着琴音环绕，那感觉，李斌至今
难以忘怀。

后来由于工作、学习忙碌，李
斌的爱好一度搁浅。一次，多年未
见的朋友来家里做客，聊到兴致浓
时，李斌翻出尘封多年的口琴，准
备吹奏一曲。可试吹了几个音符，
都不对。这令他很沮丧。朋友走
后，李斌把自己关在屋里，一遍遍
吹奏，几天后，才慢慢找到感觉，
嘴唇却磨掉了一层皮，但他心里高
兴。

自此，一发而不可收。练口琴
成了李斌的日常。清晨5时，小区
旁边的树林，成了李斌的练功场。
气息不够、舌头不够灵活，就反复
练习，舌头上常常新泡叠旧泡。

功夫不负有心人，短短两个
月，李斌的吹口琴水平快速提升。
他听说北京电影学院附近有个口
琴、口哨、口技基地，有相关才艺
的能人经常到那里展示表演。于
是，李斌直奔北京电影学院“偷
艺”。

看着大家在舞台上尽情展示才

艺，李斌也按捺不住。趁大家表演
间隙，他走上舞台，先是吹了一段
口哨，然后拿出口琴，开始吹起
来。右嘴角控制主旋律，左嘴角吹
伴奏，不借助其他乐器伴奏，李斌
只用口琴就完整地吹出整首乐曲。
这种复音吹法在当时很少见，一曲
吹罢，吸引了不少口琴爱好者主动
过来与李斌讨论。

4天的学习切磋，李斌收获满
满，渐渐地，他掌握了复音口琴的
18种吹奏方法，并根据乐曲风格
进行改进和创新。

义务教授

李斌家书房一隅，密密麻麻排
列着大小不一的口琴。有塑料的、
钢制的、纯银的，最小的如糖果般
大，最长的有 80厘米，需要两人
协助才能吹奏。

每隔一段时间，李斌便为这些
宝贝“体检”一番，逐个托在手心
检查，脏了的擦擦灰，零件不灵的
赶快修补好。

而如何将吹奏口琴的技法传承
下去，更是李斌不断思索的问题。
为此，他一直在努力。他经常到小
学、大学义务教授口琴演奏，并被
沧州师范学院和沧州开放大学聘为
客座教授。

到农村学校教学，李斌有时一
走就是几个小时，他吹奏着快乐的
旋律，让乡村的留守儿童不再孤
单。有的学校地点偏远，他就留宿
在那里。遇到条件有限的学校，李
斌还捐赠口琴。每每看到孩子们认
真学习口琴的样子，李斌觉得自己
所有付出都值得。

2020年，机缘巧合，李斌被
邀请到西藏林芝培训当地音乐老
师。十几天的培训，李斌和当地很
多老师成为朋友。培训结束的答谢
会上，大家一起载歌载舞，李斌身
披哈达，吹奏起 《北京的金山
上》……此时，音乐环绕中，一片
欢声笑语。

风筝与草原

音乐感染灵魂，而他另一大爱
好，则是放风筝。用他自己的话

说，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
上。

李斌放的风筝可不简单，夜光
风筝、运动风筝……最长的足有
50米，高高飘扬在空中，蔚为壮
观。

风筝好看，可放起来却充满风
险。收线时，李斌常常被拉伤。遇
到风稍大的天气，风筝线还容易被
挂断。有一次，李斌和朋友们为了
追断了线的风筝，开车跑出十多公
里。

吹口琴、放风筝，看似风马牛

不相及的两个爱好，却被李斌玩得
“文艺范儿”十足。

茫茫草原，一望无际。一有时
间，李斌便和朋友们，自驾到草原
放风筝，当然，每次外出，定会带
上口琴。一路上，天苍苍，李斌兴
致盎然，拿出口琴，吹奏起《天
堂》，美妙的旋律草原响起，令人
陶醉。

夜晚，微风轻拂，三五人放飞
夜光风筝，如繁星闪烁，点点浮
动。一曲响起，那怀旧风味荡漾在
草原，让人如痴如醉。

曹 杰

黄骅市黄骅镇楼西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
家小院里，欢笑声从屋里传到屋外。

这里是七旬老人贾兆民和夏冬梅的家，
“我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长年吃药，行动不
便。这几年，多亏她们常来帮忙，真是打心眼
里感谢她们。”

贾兆民夫妇所感谢的，是楼西村的巾帼志
愿者服务队成员，楼西村党支部书记杨芙蓉是
这支服务队的发起人。

5年前，杨芙蓉当选为楼西村党支部书记。
彼时，村里有几户困难老人，有的独居，有的
家庭困难，有的长年患病……需要有人照顾。

一上任，杨芙蓉就萌生了组织本村妇女成
立志愿者服务队的想法。“大家利用闲暇时
间，一起做志愿服务、献爱心，帮助困难群
众。”杨芙蓉把想法一说，便得到了村民的积
极响应。

从那天起，村里人总会看见这样一群忙碌
奔波的“帮大嫂”：她们打扫村街村巷，慰问
困难群众；冲在疫情防控一线，为村民守住安
全大门；调解邻里纠纷，倡导移风易俗，弘扬
时代新风……

踏踏实实做好每一件小事，是巾帼志愿者
服务队的宗旨。贾兆民夫妇对此最有感触。

每逢周末，杨芙蓉都会带领着巾帼志愿者
们前往老人家中，搞卫生、做暖心饭、陪老人
聊天……为老人送去温暖与关爱。“每天都盼
着她们过来，她们就像家人一样，让我们心里
暖和和的。” 贾兆民夫妇笑着说。

如今，楼西村巾帼志愿者服务队成员已经
从最初的五六个人发展到了几十人，被村民们
亲切地称作“帮大嫂”，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村民参与志愿服务活动。

“除了日常打扫卫生，我们还经常入户宣
传，宣讲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讲身边的好人故
事，从思想上影响村民。”杨芙蓉说。

在巾帼志愿者服务队的影响下，村民们在
思想和行动上都有了很大变化，不文明现象越
来越少，村庄环境越变越好，巾帼志愿者服务
队成为楼西村的一张“文
明名片”。

“今后，我们会继续
发挥巾帼力量，奉献爱
心、传递温暖、助力乡村
振兴，巾帼志愿者一直在
路上。”杨芙蓉说。

楼西村楼西村
有群有群““帮大嫂帮大嫂””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高箐 李冠达

童年的黄昏，放学晚归，独自徜徉于细碎
的树影间，从衣袋中掏出心爱的口琴，边走边
吹……

口琴声响起，60岁的李斌就仿佛回到儿
时。那或急或缓的旋律穿越时光，唤起动人心
弦的记忆。

怀着这份难以割舍的情感，李斌退休后，
重返校园，义务教授学生口琴演奏。走过多少
学校、教过多少学生，他已记不清，仅捐赠的
口琴，就有100多把。

李斌和他
心爱的口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