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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4日讯（见习
记者 周国芳 记者 尹明亮）

放下冰冷的手机，回归真实的
生活。从11所高校到150家餐厅，
从数百名读者到几十家单位，从
电话申领到17市同步发放，截止
到12月4日，本报联合金龙鱼印
制的四万份“拒做手机奴”海报、
手机贴已全部发放完毕。

“放下手中的手机，多陪陪
亲人，多陪陪孩子。”4日，在济南

多个社区，“拒做手机奴”的海报
一开始发放，海报上的倡议就引
起了社区居民的共鸣。“说得太
对了，智能手机对人的生活改变
太大了。”在十亩园社区居委会
办事的李女士说，“一定得拿一
张回去，让大人孩子都看看。”三
三两两的居民来到居委会，100
份海报一上午就发出去了。

“手机贴设计得非常形象，
让人深有感触。”在济南贵和购

物中心，顾客高红燕评价了“拒做
手机奴”活动，“智能手机改变了人
们的生活，但现在好多人的生活已
经被手机绑架了。是时候摆脱手
机，找回自己的生活了。”

活动开始后，省内各市的读
者通过热线电话、“公益山东”官
方微信等方式申领。为让活动惠
及全省读者，本报17市记者站进
行了同步发放。在济宁圣华驾校
练车场，“拒做手机奴”宣传海报

贴上了一侧的墙壁，引来学员议
论。驾校教练苑传华称，在教学
过程中他会不停地给学员们灌
输安全意识，在齐鲁晚报上看到

“拒做手机奴”的倡议，他打算将
其专门列为一项课程，在教学的
过程中，时刻给过度依赖手机的
学员们做出提醒。

2日中午，山东科技大学泰
山科技学院校园内，在“莫让手
机成为你的主人”的条幅前，围

满了前来签名和领取“拒做手机
奴”海报、手机贴的大学生。2013级
文法系法学专业一班的蔡照坤说：

“如果可以，我们愿意走出校园，
更好地宣传这件事。”

为配合手机贴和海报发挥
作用，山东经贸职业学院在学校
固定教室内设置了手机袋。学生
工作处处长于永贤给活动点赞：

“学生出勤率高了，上课也认真
听讲了。”

本报联合金龙鱼发起“拒做手机奴”活动，海报手机贴17市发放完毕

““是是时时候候摆摆脱脱手手机机找找回回生生活活了了””

“刚看到本报‘拒做手机奴’的系列报道时，只是觉得挺有意
思，但随着报道的持续进行，觉得这个现象确实值得人们好好思
考一下。”在微信留言中，一位网友如此说道。“沉迷于技术进步
的手机，人岂不是成了机器人？”

“技术进步总归是一件好事，但被技术绑架就不见得是好事
了。”山东大学传播学研究所所长冯炜表示，“社会的进步需要技
术，但人终归是生活在文化之中，沟通、交流是生活中不可缺少
的。”在冯炜看来，“拒做手机奴”公益活动是呼吁人们重视生活
的一次很好的引导，“一次呼吁不见得能让多少人真正放下手
机，但能让更多的人思考如何去平衡技术进步与社会生活的
关系，这就是意义所在。”

山东大学心理咨询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吴少怡表示，其实
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角色，平常人们可能不会往这方面思考，但
当手机取代了人们之间的沟通时，人们对健康社会角色的培养
也将面临障碍。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4日，在济南市棋盘街社
区，因是上班时间，年轻人不
多，但当拒做手机奴的海报开
始发放时，领取的老人们几乎
个个都要发一番感慨，“闺女
回家时不时就拿着手机玩，不
光自己玩，还拿手机哄外孙
女，那么个小孩，光玩手机有
啥好处，说也不听，拿回家给
她看看。”居民周女士抱怨着。

对济南市民高先生来说，
最令他烦恼的是处在叛逆期
的儿子对于手机的依赖似乎
更难摆脱。像高先生这样忧心
孩子成“手机奴”的家长不在

少数。济南市民范先生带着老
伴来领取手机贴和海报，范先
生说：“孩子在家什么都不干，
就知道玩手机。在家是这样，在
单位咱就不知道了。这样沉迷
手机对健康和工作都不好。”

把海报往家里一贴，效果
就有了，领完海报的第二天，
范先生就打来电话表示感谢：

“我们老两口回家就把海报贴
在家里显眼的位置，儿子和儿
媳妇下班回到家都没拿出手
机。吃完饭，儿子把放了几年
的象棋拿出来，我和儿子又下
了几局。”

后辈回家总玩手机，老人领海报贴在墙上

儿儿子子儿儿媳媳回回家家不不玩玩手手机机了了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本报记者 尹明亮 李涛 白雪 苏洪印

把海报往家里一贴，效果有了。省城市民范先生给本
报打来电话：“我们老两口回家就把海报贴在家里显眼的
位置，儿子和儿媳妇下班回到家都没拿出手机。吃完饭，
儿子把放了几年的象棋拿出来，我和儿子又下了几局。”

近来，本报联合金龙鱼发起的“拒做手机奴”活动，在
社区、高校、餐饮企业、机关单位引发讨论和关注。

有调查显示，现在大学生
的手机持有量已经达到“人手
一机”。本应沉浸书海的学生
们，如今却埋头手机。《放下手
机 回归生活》倡议发出之
后，首日有11所省内高校表示
加入“无手机课堂”联盟。随
后，“拒做手机奴”手机贴海报
在省内多所高校进行发放。

“上课时拿出手机刷一刷
朋友圈、聊聊天成了不少大学
生的‘必修课’。课堂上普遍存
在老师台上讲、学生低头玩的
现象。”在免费发放活动的最
后一天，山东财经大学明水校

区团委张老师打来电话申领，
“我们关注‘手机病’系列报道
很久了，以前我们没想过手机
会成为课堂教学的障碍，现在
看来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
了。”

“领到海报、手机贴后，学
校给学生们发放，讲‘手机病’
危害。本来以为‘视手机如宝
贝’的学生们会不情愿，没想
到拿到之后主动贴起来。看来
是宣传有了效果，同学们也认
识到了手机的威力。现在学生
上课，有的都主动上交手机。”
说到效果，张老师很欣喜。

课堂 有学生开始主动上交手机

如今，饭前“手机消毒”也
在生活中越来越多。在很多餐
厅里，朋友间的欢声笑语不见
了，只见边吃边滑、如入无人
之境的“手机党”。为让食客们
抬起头，在吃饭时间放下手
机，活动期间，近二百家餐厅
打来电话申领海报。

“我这大概有二十几个单
间，大堂也有几十张桌子。”开
饭店近二十年的刘跃洋对饭桌
上的变化体会颇深：“多年前，
手机还不是现在触屏的时候，
不管是单间还是大厅，客人们

三五成群地坐着‘海聊’，聊家
庭、聊工作、聊国家大事。后来，
喧闹的大厅变得安静了，不少
桌上的客人都在低头玩手机。”

看到本报免费领取活动，
趁着下午休息时间，刘跃洋领
走了几十张海报和百份手机
贴。“海报贴在各个单间和大
堂里，在客人点菜的时候，让
服务员把手机贴发给大家，提
醒顾客多交流感情。这样搞了
几天，饭桌上，朋友间的嬉笑
又回来了，家庭聚餐的年轻人
和老年人交流也多了起来。”

饭桌 朋友间的海聊又回来了

家里 放下手机，拿出尘封的象棋
学学会会平平衡衡手手机机与与生生活活的的关关系系

专家建议

▲2日，本报在山东大学发放海报、手机贴，有同学领到后，
立即把手机贴贴在手机背面。 本报见习记者 周国芳 摄

在潍坊职业学院的教室里，“拒做手机奴”的宣传海报张
贴在教室里。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在济南，社区居民领取宣传海报。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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