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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歌何时走进春天里

《让我们荡起双桨》、《歌声与微笑》、《小燕
子》、《丢手绢》……曾几何时，这些朗朗上口、活泼
健康的儿歌被广为传唱，激励和鼓舞了很多人。

如今，流行歌曲走红，很多连歌词大意都不
能准确理解的少年儿童，却成了成人歌曲的粉
丝，甚至传唱变了味的“灰色儿歌”。对此，很多
家长疾呼：还孩子生动有趣、健康快乐的儿歌！

追逐流行和成人歌曲，对少年儿童会产生
怎样的影响？什么样的歌曲才适合少年儿童传
唱？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进儿
童的音乐世界。

儿童偏爱成人歌曲

少儿天性爱唱歌，如今的孩子们在唱什么
歌呢？

连日来，记者在我市数家小学门口随机对几
十名小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到自己喜欢唱的歌
曲时，多数小朋友回答的都是流行歌曲：“我爱唱

《老鼠爱大米》！”“我喜欢唱《波斯猫》！”“我喜欢
《隐形的翅膀》、《两只蝴蝶》、《嘻唰唰》……”

在郑东新区某小学上四年级的女生小莹告
诉记者，班上的同学都有自己喜欢的流行歌星，
她对很多流行歌曲都是耳熟能详：“我喜欢周杰
伦的《稻香》，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还有刘
德华的《忘情水》……”

令人惊讶的是，如今的孩子，不知道乔羽、
谷建芬是应当尊敬的儿歌作曲家，却对流行歌
星比较喜欢，几乎人人都能来上几曲流行歌，满
脸稚气的嘴里，懵懵懂懂地哼唱着“我和你缠缠
绵绵翩翩飞，飞越那红尘永相随……”

而喜欢儿歌的小朋友却是寥寥无几，采访
中，仅有 3位小朋友向记者表示，自己最喜欢唱

《让我们荡起双桨》、《采蘑菇的小姑娘》、《蜗牛
与黄鹂鸟》等儿歌。

纬五路一位四年级的女生家长苏先生告诉
记者，现在的孩子说起流行歌曲都很熟悉，张口
闭口就是“嘻唰唰，嘻唰唰……”、“你是我的玫
瑰，你是我的花……”，却并不知道《小螺号》、

《卖报歌》、《采蘑菇的小姑娘》这些曾经流传广
泛的好儿歌。

对孩子热衷唱流行歌曲的“早熟”行为，家住
市东明路的王女士显得很无奈：“儿子不到12岁，
嘴里唱的不是周杰伦就是蔡依林的歌，他的房间
里也贴满了李宇春、蔡国庆、张学友这些流行歌星
的图片，港台流行歌他基本都会唱，很多都是情
歌，情呀爱呀的什么都唱，这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变味儿歌”风行一时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不仅“儿歌成人化”现
象大行其道，一些被改编的“另类儿歌”也在孩
子们中间传唱开来。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作业都快堆成山，堆成
山……”“书包最重的人是我，作业最多的人是我，
起得最早的、睡得最晚的，是我是我还是我”……在
多所小学门口，记者听到了这样的“儿歌”。

这些变了味的“改编儿歌”大都出源于经典
儿歌、古诗词或流行歌曲，改编后充满了调侃、

恶搞、低迷、消沉等不
健康内容，比如“锄禾
日当午，地雷埋下土；
李白去挖地，炸成二百
五”等等。

很多家长反映，现
在孩子们很喜欢传唱

“灰色儿歌”，让他们很
是忧虑。“让我背也好，
让我写也好，恨老师我
都不会了。让我哭也
好，让我笑也好，随风
飘 飘 ，上 网 最 逍 遥
……”金水区纬一路某
小学 12 岁的小萌经常
哼着这些“变味”的儿
歌，其家长张娟忧心忡
忡地说：“女儿说这些
歌很流行，同学都在
唱。但是这些儿歌有
的恶搞，有的很低俗，我担心对孩子的身心健康
有不良影响。”

与流行歌曲和“灰色儿歌”风行一时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普遍反映，时下
的好儿歌比较少。

“我们小时候每天都要唱《聪明的一休》、
《小鸭子》、《花仙子》等儿歌，那旋律和歌词现在
都忘不了。如果没有儿歌陪伴，童年就会少了
很多欢乐！”谈到记忆中的儿歌，作为 70后的张
娟一脸幸福，她满以为儿歌也会伴随着女儿幸
福地成长，可是自己以前唱的那些儿歌孩子不
太喜欢，听来听去都是那几首，她就在网上和音
像店去找儿歌，却很难找到新的好儿歌作品。

记者走访了市区几家超市及音像店，发现
儿歌类磁带和 CD 碟虽然数量不少，却多是年
代较远的儿歌，有价值的新儿歌寥寥无几。在
世纪联华超市音像柜台，售货员找出了三四盘
儿歌CD，记者发现包装新颖的目录上却是《找
朋友》、《歌声与微笑》、《采蘑菇的小姑娘》等耳
熟能详的“老面孔”。几位也在挑选碟片的家长
说，这些儿歌孩子看了几次就不爱看了，感觉这
些歌题材老化，跟他们现在的生活结合不紧密。

惠济区的一位小学校长无奈地告诉记者，
学校这些年举办“六一”儿童节文艺晚会时，找
不到多少可歌可舞的优秀儿歌，只好把《拔萝
卜》、《小螺号》、《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等几
十年前的老儿歌拿来凑数。

该校的音乐老师孟静也向记者诉苦说，眼下
适合孩子们唱的优秀儿歌较少，学生有时就要求
教他们唱流行歌曲，音乐课上该教孩子们唱什么
歌，她有时也感到无所适从。“其实，我也很想教
学生唱好的新儿歌，可是很难找到合适的。”

好儿歌怎么不见了

从众多脍炙人口的儿歌广为传唱，到现在
“灰色儿歌”大肆流行，人们不禁要问：优秀的儿
歌怎么不见了？

在一次全国歌唱选拔赛上，一位参赛小学
生演唱的是流行歌曲《一个人的精彩》，许多评
委认为儿童唱这样的歌曲不适宜，这位学生却
反驳说，音乐课上学的儿歌不好听，曲调也不上
口，自己不感兴趣。

谈到导致现在的孩子不爱儿歌爱流行歌曲
的原因，国家一级作曲家岳亚认为，大环境缺失
是一大原因。现在，荧屏、电台少见儿歌，纸媒
上也难觅儿歌的踪影，全国有不少儿童刊物，但
只有一本中国音协主办的《儿童音乐》，各类文
艺活动繁多，专门为少儿举办的活动却很少。在
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路边的音像店会播放流行
歌曲，孩子们想不听都难。而一些流行歌曲的歌
词和旋律都很优美，流行歌曲的影响铺天盖地，
孩子们耳濡目染，嘴里哼的多是“哥哥妹妹”、“情
啊爱啊”的成人歌曲，当然也就不奇怪了。

在很多孩子眼里，那些被改编过的“灰色儿
歌”显得十分“好玩”、“搞笑”。北大附中河南分
校教师李淑芳认为，儿童喜欢唱“灰色儿歌”，原
因是当前学生觉得学习比较紧张、单调和乏味，
一些学生就图好玩改编了儿歌，而孩子们缺乏辨
别力，虽然并不是特别明白歌词的意思，但是出
于好奇，很容易接受那些改编过的“灰色儿歌”。

现在的孩子们相对来说“见多识广”，大都
喜欢故事性强、节奏明快、内容有趣的歌曲，不
少孩子觉得“经典儿歌老土，新儿歌说教，另类

儿歌有趣”，还是成人流行歌曲好听。
“除了在学校音乐课本上学的被几代人传

唱了无数遍的‘老儿歌’，确实很难找到新的好
儿歌。”孩子正在读小学三年级的周先生感到，
女儿的音乐世界正在面临“无米下锅”的困境。
他说，现在的很多新儿歌，歌词多是空泛、简单
的说教，缺少天真感，孩子很难提起兴趣。而昔
日的那些经典的儿歌，由于时过境迁，现在的孩
子无法理解，能反映当今儿童生活、心理，语言
生动形象，节奏欢快的新儿歌比较缺乏。

“现在，儿歌传唱不广，是因为孩子的课余
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了。”市民刘先生存在不同看
法，他认为现在孩子的课余生活越来越多样化，
电脑、电视、学习机、电子玩具等文化娱乐工具
让孩子应接不暇，儿歌在他们生活中也就越来
越不受重视了。

据了解，目前在刊物上发表一首儿歌，词曲
作者获得的稿酬不足百元，而一首好的流行歌
曲，创作者能得到上万元稿酬。

创作儿歌很难在市场上获取多少直接效
益，词作家晨枫向记者坦言，创作儿歌没钱可
赚，现在词曲作家没人愿意谱写儿歌。儿歌既
不如流行歌曲传唱广泛，也不像成人歌曲那样
被广泛关注，创作者的成就感不强，因此，很多
词曲作家将儿歌视为“小儿科”，音像公司与词
曲作者签约也只是约定写流行歌曲，全国也很
少举办儿歌创作比赛，导致儿歌创作队伍日渐
萎缩，儿歌产量锐减，能感染人的优秀儿歌作品
更是难以出炉。

怎样才能创作出好的儿童歌曲呢？《让我们
荡起双桨》的作者乔羽说过，秘诀其实很简
单——喜欢小朋友，并拥抱一颗童心。时下，有
些业余作者没有深入生活，很难真正从儿童的
角度想问题，写出来的儿歌作品没有什么

“童趣”，孩子们当然不喜欢了。
显而易见，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音乐

界人士创作积极性不高，导致优秀儿歌匮
乏。好的儿童歌曲本来就不多，加之推广
不力，成人歌曲、“另类童谣”便乘虚而入，
当下的儿歌可以说是处境尴尬。

儿歌如何摆脱尴尬

我们很多人都是唱着《我们的田野》、
《小草》、《娃哈哈》、《让我们荡起双桨》、《世
上只有妈妈好》等儿歌长大的。这些儿歌
让我们有了快乐的童年，有了基本的是非
判断，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歌唱家李双江指出，“音乐养心”，好的
儿歌承载着优秀的文化和道德观念，是孩
子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文化养料。没有

儿歌相伴的童年缺乏色彩，因此许多家长呼吁：
给儿歌撑起一片蓝天！

每年的 3月 21日是“世界儿歌日”，这个节
日早在 1976 年就设立了，记者在街头调查发
现，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节日。

“六一”前夕，《中国民办教育》杂志曾准备
举办一场全国儿童歌曲演唱大奖赛，需资金 20
万元。主办方多方联系了 20多家企业合作，都
遭到婉言谢绝，理由是“儿歌比赛的广告效应不
明显，商业效益差”。经费没有着落，儿歌大赛
也就不了了之。该杂志社副社长童永榕呼吁：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儿歌只有得到全社会的广
泛支持，才会得以振兴。

种种现状，让音乐界人士大声疾呼：全社会
对儿歌的关注不够，造成了优秀儿歌“难产”。公
众的支持，是让优秀儿歌流行开来的主要动力。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国形成了一支
强有力的儿童歌曲创作队伍，对儿歌词曲作家
乔羽、谷建芬、潘振声、李幼容、晨枫等人的名
字，人们大多耳熟能详。近年来儿歌创作的人
越来越少，著名儿童音乐家潘振声建议，儿歌振
兴的希望首先在于振兴儿歌创作，应当出台政
策，扶持词曲作者创作出大量适合当代少儿生
活情趣、审美需求、深受当代少儿喜爱的儿歌。
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各类媒体也应辟出更多的
空间和专门的少儿频道，多策划、组织少儿歌咏
活动，宣传推介好的儿歌。

振兴儿歌不仅是学校的事，家长也应重视
起来。音乐教师孟静建议，家长要引导孩子传
唱适合他们年龄阶段的儿歌，但也不要对孩子
喜欢流行歌曲过于敏感，大力进行“批判”，以免
孩子产生逆反心理。

为了让儿歌摆脱尴尬的处境，我市教育部门
正在展开多种尝试：管城区一些小学教师创作了
短小精悍的儿歌，抄写在校园的墙上，用图文并
茂的形式，吸引了很多同学观看和学唱；为了推
出更多符合孩子们心理特点的儿歌，中原区一些
学校鼓励孩子们自己创作属于自己的儿歌；我市
举办青少年诗文大赛，首次将童谣设为单独赛
事，引导优秀儿歌进校园、入课堂，让孩子们唱着
健康有趣的儿歌，成长为“阳光少年”……

本报记者 余英茂

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对童
鞋、童车和儿童玩具进行了一
次抽查，结果显示，童鞋不合
格率为17.5%，童车不合格率
为20%，塑胶玩具和电玩具不
合格率为8%，部分玩具产品
被发现含有重金属铅和铬。
专家提醒说，相对于玩具中小
零件和可触及锐利尖端带来
的安全隐患，家长在为孩子购
买玩具时，更应该注意重金属
的危害，避免含重金属的玩具
使孩子造成慢性中毒。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
际，儿童用品的合格率、安全
性再次成为各界关切的焦
点。质检总局就童鞋、童车、
儿童玩具进行监督抽查，以
此带动和加强对儿童用品市
场的规范管理，为“六一”儿
童节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
物。当然，抽查结果本身也
说明，目前儿童用品市场的
总体情况不容乐观，有些问
题需要引起职能部门、监管
部门及全社会的警惕。

这次抽查的童鞋、童车、
儿童玩具都是国产儿童用
品，用以衡量的也是儿童用
品的“国家标准”，而当国产
儿童用品出口国外时，它们
将接受比中国“国标”更严格
的“国际标准”的检验，不合
格者将被拒绝出口。关于内
销标准与出口标准之不同，童
鞋、童车的情况似乎少有介
绍，儿童玩具的情况则有详细
的披露。据报道，目前国内市
场上70%的塑料玩具含有危
害儿童健康的邻苯二甲酸酯，
出口欧盟、美国的儿童玩具不
含有此类物质。同时，欧盟的
玩具标准对19种可能影响儿
童健康的重金属含量严加限
制，中国出口欧盟的玩具一般
不含重金属；国内标准限制的
种类只有8种，大多数玩具重
金属含量超过欧盟标准，成为
事实上的“毒玩具”。

且不说童鞋、童车等其
他儿童用品，单说儿童玩具，
同为中国企业生产，内销产品
使用有毒的染料和原料，外销
产品使用无毒的染料和原料，
安全玩具给外国孩子玩，“毒
玩具”只伤害中国孩子，这是
何等鲜明的对比！固然，使用
有毒染料和原料往往能降低
成本，使内销的儿童用品具有
某种价格优势，但是，关键的
原因还在于，欧盟和一些发达
国家的玩具标准高于中国的
玩具标准，引导着中国玩具企
业“看人下菜碟儿”，分别按

“国际标准”生产外销玩具，按
“国内标准”生产内销玩具。
就这一点而言，谓之“都是标
准惹的祸”并不为过。

产品标准是对企业生产
行为的硬约束，标准的宽严
高低，直接决定了产品的性
能与质量，也反映了职能部
门和监管部门对产品安全的
基本认识。包括儿童玩具在
内，中国儿童用品的标准普
遍低于国际标准，说明我们
对儿童消费安全的重视还远
远不够，进而言之，对儿童人
身安全及各种权益的保障也
亟待加强。如果说，中国企
业按照“国标”生产质量欠
佳、安全性差的内销产品，主
要是出于节约成本、追逐利
润的“本能”，那么，职能部门
和监管部门的“本能”选择，
应当是认真参照“国际标
准”，果断摒弃陈旧的标准，
及时改进较低的标准，依法
制定并严格执行更高的标
准，尽最大努力遏制“毒玩
具”等不合格儿童用品出笼。

当务之急，必须从经济
全球化的高度，推动中国儿童
用品标准尽快与国际标准接
轨，以“全球治理”保障中国
儿童的消费安全和人身安
全，促进中国儿童用品行业
健康发展。 潘洪其

“被精神病”不能
只依赖立法救赎

正常人因社会纠纷乃至家庭矛盾而被送
入精神病院，“被精神病”威胁到个体安全，也
因此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另一方面，数据显
示，我国70%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得不到治疗。
他们成为家庭的沉重负担，有些甚至危及家
人、社会和自身安全。（《新京报》5月31日）

“该治疗的进不去，不该进去的却被强制收
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精神卫生立法研究者
刘白驹认为，有此乱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立法滞
后和相关法律存在缺陷。之前就有专家指出，制
度性的缺陷，导致了精神病收治的混乱状况。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通过完善立法和制
度跟进，对精神病收治的制度性缺陷进行

“救赎”，已经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无论
是全面规范收治的程序、推进精神立法进
程，还是在制度层面上明确国家责任、加大
政府投入，以及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各项合
法权益，都是应有的题中之义。但同时也要
清醒地认识到：“被精神病”的风险不仅仅来
自于制度缺陷，不能只依赖立法救赎。

事实上，诸多“被精神病”的现实恶例，大多
是权利诉求被压制和剥夺的信访者。前不久，
深圳二院护士郭俊梅因不满奖金分配，向深圳
市政府信访办投诉，医院外请医师假扮工会领
导与其谈话，并将谈话内容写入病历，将其诊断
为偏执性精神病并调岗。郭俊梅起诉维权后胜
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还是以郭俊梅事件为例。在本案中，律
师认为，单一的诊断标准和制度上的救济漏
洞是导致“被精神病”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
这与“诊断”和“漏洞”没有什么关系，究其根
源还是在于——单位与个体之间地位的严重
不对等，导致个体的话语权极其式微，意见和
表达不被尊重、不受保护，稍有“出格”即被

“封杀”——这才是女护士维权上访“被精神
病”的关键所在。一些行为正常、心态正常的
公民，因为越级上访或者提出权利诉求，就被

“强送”进精神病院成了“精神病患者”，这显
然不是精神立法缺位的问题了，而是权力越
界与霸道，透射出某些地方权大于法的现实
语境。如此种种，纵然法律制度完善了，恐怕
也难以避免“信访精神病”现象的出现。

立法缺陷导致“被精神病”只是表象，真正
的问题在于权力对于权利的管制没有边界、缺
乏有效监督。这样的权力异化之恶胜过洪水
猛兽，在权力乱舞的洪流中，“被精神病”永远
只是可感知权利风险的体现形式之一而不是
全部。在此方面，对于法律的完善和对于权力
的监控，同样重要、同样现实而迫切。陈一舟

开放社会更利于人们白手起家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英国亿万富翁更多靠自己
创业致富，而非通过继承
或部分继承，在这一点上高于美国富豪自行致
富率。这项结果对于传统上认为美国更具社
会流动性的观念形成挑战。（据《京华时报》）

在任何社会，财富始终有个来源问
题。就是说作为有钱人，这些人的钱都是
从哪里来的。在正常的社会里，与省吃俭
用相比，企业家精神是更重要的致富途
径。譬如，在一些国家，企业家确实在冒
险创办高利润的新式企业，如软件公司、
零售网络等。发明新产品新技术和组建
新公司、将新产品新技术带入市场的人，
通过其创新行为获得“熊彼特利润”而致
富。而财富通过继承方式集中在少数人
手里，则是一种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因素。

创业难，而白手起家，在缺乏社会流
动性的环境里创业致富、自我致富则难乎
其难。即便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里，

那些靠个人能力致富的人，也都是具备丰
沛的个性精神的人。他们追求财富的目
的，不在于财富本身，更多地是为了对自
身价值作一番认定。创业致富、自我致
富个性与企业家精神存在一种共生关
系，对企业家精神作一个大致的描述，就
是企业家那种永不止歇的创新实践。一
切向着创新，一切为了创新，这构成企业
家的本质和灵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
以看到，靠创业致富的人，都善于动脑
筋，或曰脑瓜灵活，不受陈规陋俗束缚；
都充满自信，善于学习，并勇于冒险。白
手起家不是说着玩的，不是想办到就能
办到的，愿望仅是个前提，只有那些真正
具有创新个性的人，具有创新素质和精
神的人，才能白手起家。

一个社会自行致富率愈高，说明这个

社会的开放程度愈高，
也更具社会流动性。在
社会学的解释里，有两

种情况看起来最能促进上向流动：先进的
工业发展和大规模的教育普及。那些上向
流动的人都存在着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
环境问题，取得一个高于上一代人的社会
地位，被称为代际流动。一个社会更具流
动性，是社会良性发展的表现。它对每一
个社会成员的生活都产生极大的影响。一
个社会要想进步，就必须具有某种途径，使
出身寒门而才智过人者能够替换那些只有
好血统但却能力低下者。相对封闭的社会
正缺乏此种选择的余地。用社会学家波普
诺的说法是：封闭社会极大地浪费人力资
源，他们不鼓励人们充分发挥其才能。也
就是说，愈是封闭的社会，人们白手起家的
可能性愈小。封闭社会的封闭性，能最大
程度地为创业致富、自我致富设置障碍，使
得社会的上向流动变得异常艰难。今 语

解创新人才培养之“困”需用科学精神
灌输式的教育方式、急功近利的

学术风气、不尽合理的评价体系……
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团
讨论现场，不少代表直指目前创新人
才培养之“困”，呼吁营造更加良好的
环境，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培养更多
高层次创新人才和科技领军人才。（5
月30日《北京晨报》）

人是创新的主体。一切创新，都
在于人这个最具活力的因素。离开了
人谈创新，犹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只能培养出有
小用之“器”，而不可能培养出创新人
才。这是因为，创新人才是全面发展
的，更多的是在于创造精神的培养。培
养一个人，不仅是灌输知识，还要培养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急功近利
的学术风气，要害在于人的浮飘、浮躁、
浮夸心态。急功近利者为了功利之目
的，可以不顾基本的学术道德，甚至能
够跨越做人的底线。粗制滥造、抄袭剽
窃之不端学术行为皆源于急功近利。
不尽合理的评价体系，牵扯的是学术评
价的公平公正问题。缺少了公平公正
精神，影响的是人创新的积极性，它会
直接造成创新人才成长之“困”。

温家宝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崇尚理性、勇于探索、追求真理，这
是科学技术与生俱来的禀性，也是科

学精神的实质。科技不仅是知识和技
能，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个具
有科学精神的民族，才是真正有生机、
有希望的民族。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科
学素质。在科技领域，大力营造敢为
人先、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怀疑
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
索，发扬学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

创新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一个国
家、一个地区离开了高层次创新人才和
科技领军人才，就会造成创新的迟滞、
创新的疲怠。创新也是社会文明与进
步的本质特征，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创
新是科技发展、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
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说的：在竞争剧
烈的社会里，企业的利润会随时受到新
生产方式、新发明创造的影响而消失，
产生所谓“创造性的自灭”。因此，企业
为确保自己的利润，就需要不断地创
新，这种创新的压力正是促进经济增长
的主因。一个社会，一日也离不开创
新。创新能激发社会无限的活力，创新
能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受益。

创新人才培养之“困”，亦是一种
环境之“困”。“困”中有困惑，更多的还
是困顿、困扰，或曰创新人处境的艰难
窘迫。可以说，整个社会距科学精神
有多遥远，就离解开创新人才培养之

“困”难题有多遥远。 伊 文

压二代
你不是富二代、官

二代？你爸也不是李
刚？恭喜你，你和我一
样，我们都是“压二
代！”近日，网友“心忧
忧”在华商论坛发帖，
分享了一组网上热传
的图画：“被压垮的一
代又一代！我们都是
压二代！”从1岁到“挂
了”，10幅图画生动形
象地展示了在现代社
会各个年龄段普通人

所面临的种种压力，网
友直呼“活不起啊活不
起！”面临激烈的社会
竞争，谁的工作压力不
大？一项针对5000名
职场人士展开的健康
调查显示：目前，近七
成职场人认为自己存
在“过劳”迹象，浑身酸
痛、烦躁、抑郁是“过
劳”三大杀手。而这正
是25~30岁干事业的
时候，朋友们，小心点，
别半路就挂了……

焦海洋/图

管城区引导学生传唱健康儿歌

“世界儿歌日”鲜为人知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