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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解3000万青少年“情绪难题”，刻不容缓
■观察家

□杨玉龙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
际联络部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
示，我国17岁以下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
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而根
据广州市卫生计生委日前公布的数据，目
前广州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5
万名，起病年龄小于18岁的占4成。（10月
15日《羊城晚报》）
诚如专家所指出的，青少年成长心理

健康问题容易被忽视，即使在诊断后，也有

许多家长不愿面对病情，羞于治疗。青少年
心理问题纾解不好，危害是多方面的，既不
利于健康成长，影响学业，也会影响到家庭
和谐，甚至可能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纾解
青少年“情绪难题”不仅需要家庭努力，更
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年
修订）》提出，学校应将心理健康教育始终贯
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并要求学校建立心理
辅导室、密切联系家长、利用校外教育资源
等，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全
面成长，如有必要应积极寻求医生的帮助。须

知，孩子的“情绪难题”当家长无法纾解时，求
助心理医生是最好的方式。心理辅导是一项
科学性和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社会专业力
量也应关注青少年“情绪难题”，比如，通过心
理知识进课堂、进社区等，让更多家长和青少
年掌握心理常识，正视心理问题。
总之，“情绪难题”不仅是青少年成长中

的难题，也是亟待解决的一道教育问题、社
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合力解决。尤其是家长
须切实负起责任，在保障孩子身体健康的同
时，关注并引导孩子心理、人格健康发展，努
力预防其成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

重阳节，跟老人一起当“网红”

□本报评论员 李志波

10月17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当秋风送爽，草木换装之时，重阳节，这

个散发着文化味，饱含着敬老情，充满着开
心事的民俗节日，就再次如约而至。
相比较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和国庆节，重

阳节似乎有些尴尬，因为它没有一天假，尤其
是掩映在国庆长假之后，似乎很容易让人忽
略。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因为伴随着历
史的脚步，这个节日已被赋予了新内涵，已经

和敬老、爱老的文化传统结合在了一起，得名
“老年节”。2013年的重阳节成为我国第一个
法定的老年节，转眼已是第六个年头。
那么，在这样一个美好的节日里，我们

又能做些什么呢？想必很多人会脱口而
出——— 找时间陪陪老人。
这话说来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尤其做

到位，真是不容易。君不见，有多少年轻人在
春节、中秋节或其他节点回到父母身边时，
美其名曰“陪老人过节”，但实际上呢，刚进
家门就被“三缺一”的紧急呼叫约走，上了饭
桌就开始低头玩手机，稍有闲暇还得出去串
门、逛街，真正陪父母的时间真是少之又少。
值得一提的是，手机已成了和谐家庭的

“苦味剂”，敬老深情的“大杀器”。有的人甚
至从来到父母身边直至离开，会全程离不开
手机：心里想着手机，低头盯着手机，手指按
着手机，口里聊着手机……
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指望着这个

时代的年轻人完全放下手机，去陪老人过
节，是有些难度的。我们不妨退而求其次，让
年轻人带上手机，带上笑容，去陪老人过节。
当然，这里说的带上手机，可不是让大家去
老人面前继续低头玩手机；而是呼吁，借助
这个现代通讯工具或休闲娱乐载体，为老人
送上精神祝福。
比如，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拉上老人

的手，一起出去走一走，爬爬山，遛遛弯，吹吹
风。这期间，如果拿起手机，和老人一起定格
一个美好的瞬间，拍摄一段精彩的视频，记录
一段温馨的生活，是否会更好，更有意义呢？
而且，这既不影响年轻人发朋友圈，拍小视
频，做直播，还能让老人耳目一新，愉悦心灵，
畅享健康，感受快乐，可谓一举多得。说不定，
这么陪父母走一遭，你们还都成“网红”了呢。
老人可能不懂什么是“网红”，这个时

候，你可以大声跟他们解释：“网”，是尊老爱
老的亲情之网；“红”，是最美夕阳红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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