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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一场接一场 孩子家长都喊累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年终
岁尾，许多幼儿和家长被各类
培训机构轮番邀请参加各种文
艺 会 演 和 晚 会 。 一 些 家 长 表
示，孩子的胆量和见识确实得
到锻炼和提升，但他们和孩子
也身心俱疲。

娃娃年终表演忙

1 月 6 日上午 8 点 30 分，我
市某中专礼堂门前悬挂着大红
条幅，不时可见一些家长领着
孩子走进礼堂。记者走进二楼
活动室，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
幼儿和家长。“昨天刚参加了一
个英语班的文艺会演，今天一
大早又来这里彩排。”“80 后”
爸爸孙先生带着睡眼蒙眬的女
儿倩倩坐在等候席上等候老师
的安排，他的语气中透着无奈。

“通知的是上午 9 点到这里

彩排，下午两点才正式演出。”
一 名 家 长 带 着 孩 子 走 进 活 动
室，寻找孩子的带队老师，“每
个 培 训 点 的 带 队 老 师 都 不 一
样，节目得按顺序来。”“我们
都来了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有
轮到俺闺女上台。”另一名家长
说。活动室内温度较低，家长
担 心 孩 子 受 凉 ， 纷 纷 埋 怨 起
来。“今天孩子连早饭都没顾上
吃。上午彩排结束后，中午 12
点就得来这里再次集合，准备
下午的演出，大人小孩都累！”
一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要不是
为了孩子多一次锻炼机会，他说
啥也不愿意来这里“遭罪”。

心理咨询师：不利于孩
子身心健康

记者走访发现，参加多场
年终盛典或文艺会演的孩子，
基本上都报了一个或多个培训
班。

两年前，市民翟先生先后

给 自 己 的 女 儿 报 了 四 个 培 训
班 ： 钢 琴 班 、 围 棋 班 、 舞 蹈
班、书法班。翟先生向记者介
绍说，去年女儿刚刚通过了国
内高校组织的舞蹈专业三级考
试，现在正准备钢琴专业考级。

“多一门才艺，孩子将来就
多一条出路。”翟先生认为，为
了 女 儿 将 来 进 入 社 会 有 更 多
才能，自己累点也不算啥。但
让他苦恼的是，一到年底，他
和爱人就会面临一个头疼的问
题：要么是舞蹈班通知参加文
艺会演，要么是钢琴班要求指
法好的学生“串场”，进行才艺
展示，让人应接不暇。

“绘画班要集中展示画作，
英语班要举办口才大赛，舞蹈
班要彩排节目。”另外一名家长
告诉记者，为了总结当年的教
学效果，培训机构年终都会开
展各种总结会演活动，还将这
些会演录制成视频，发到微信
群里让学生家长观摩。

“培训机构这种功利性的行
为，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孩子
身心的健康发展。”市心理协会
一名心理咨询师告诉记者，孩
子们虽然在各种才艺展示中得
到了锻炼，但可能会导致其产
生盲目跟风的心理。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1 月 6 日，市民陈先生
给本报打来热线电话称，
几天前他接到一个陌生电
话 ， 称 他 的 医 保 卡 被 冻
结，让他提供个人信息，
可是经查证后发现并无此
事，希望提醒市民不要轻
易泄露个人信息。

陈先生告诉记者，1月
4日上午，一显示归属地为
美国的电话打了进来。“接
通后，对方就说我的医保
卡已经被停止使用了，需
要立即提供身份信息来激
活。好端端的医保卡怎么
会停用了？就算被停用，
又怎么会是美国电话通知

呢？我马上反应过来，觉
得这是诈骗电话，就找了
个理由把电话挂断了。”陈
先生说。

为 了 证 实 自 己 的 猜
测，陈先生专门到医保部
门查证，被告知并无医保
卡被冻结一事。

随后记者联系市医疗
工商生育保险管理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只要医
保卡不存在欠费的情况，
正 常 交 费 期 间 都 可 以 使
用，不会无故被冻结。他
提醒市民，如果接到类似
电话，一定要提高警惕，
可以去医院或医保部门查
证，不能随意泄露个人信
息。

医保卡被“冻结”？千万别信！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家住市区滨河路一小区的
杨女士近日接到一个自称青少
年视力康复中心医生的电话，
说她儿子被查出视力有问题，
并诱导她买了一盒眼贴进行治
疗。随后她带孩子到正规医院
检 查 发 现 ， 孩 子 视 力 没 有 问
题，无须任何治疗。她想提醒
家长们，不要相信社会上一些
所谓的视力康复机构，以免影
响孩子的健康。

1 月 7 日上午，杨女士向
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杨女
士的儿子今年 8 岁。2018 年 12
月底的一天，她突然接到一个
电话，对方称是青少年视力康
复中心的医生，曾在她儿子的
学校给孩子做过视力检查，发
现孩子视力有问题，建议带孩
子去复查。当天杨女士接儿子
放学，询问得知，确实有人在

学校给孩子测过视力，还要了
家 长 的 电 话 号 码 。 怕 孩 子 眼
睛 有 啥 问 题 ， 杨 女 士 赶 紧 带
儿 子 到 这 家 视 力 康 复 中 心 复
查。

“到那儿之后，工作人员简
单 地 给 孩 子 用 视 力 表 测 了 视
力，说孩子的视力虽然是 1.0，
但已经有近视的迹象，应该使
用眼贴预防近视，然后一直介
绍眼贴多好多有效，我就花180
元钱买了一盒眼贴。工作人员
还说，一盒是一个疗程，让我
贴完后再带孩子去复查。”杨女
士告诉记者。

杨女士不放心，1 月 6 日，
她带孩子到市区一家正规医院
眼科进行检查。医生说孩子双
眼视力均达到 1.0，且尚有 150
度 的 远 视 储 备 ， 视 力 状 况 很
好，只要合理用眼，不需要做
任何治疗。“我就想提醒一下家
长，不要盲目相信社会上所谓

的视力康复机构，孩子视力的
问题，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眼
科 检 查 ， 以 免 耽 误 孩 子 的 健
康。”杨女士说。

随后，记者采访了给杨女
士儿子做检查的某医院医生李
立。李立表示，经检查，杨女
士儿子的眼睛状况良好，尚有
150 度的远视储备。随着年龄
的增长，远视储备逐渐消失，
孩子才会出现近视的情况。在
同龄孩子中，杨女士儿子的远
视储备相对充足，如果今后合
理用眼，可能这个孩子未来也
不会有近视的困扰，目前更是
不需要做任何治疗，半年左右
检查一次视力即可。

对于青少年近视的预防，
李立表示，最好的方式就是保
证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间，同时
少看电视、手机等电子产品，
学习时不要长时间连续用眼，
注意让眼睛休息。

为了卖眼贴 商家忽悠人

我市某培训机构组织的文艺会演，家长和孩子在等待彩排。

1月6日，市区汉江路一公交车站台停满了
共享单车，给市民乘车、行走造成不便。

本报记者 李慧宇 摄

陈先生接到的显示归属地为美国的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