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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孩子被问出病
过完年郁闷了，一批人进了心理咨询室

□记者 蒋慧晨 宋佳 报道
qlwbjhc@vip. 163 .com

本报2月20日讯 1天来了20

多个心理患者。20日上午，在毓璜
顶医院心理咨询室里，小英闷闷不
乐，她说她总觉得耳边有人在说她
坏话，觉得别人一扭头、一跺脚都
是在针对她，原本成绩很好的她也
不得不休学。她被医生诊断为早期

精神分裂症。据介绍，从大年初五
上班开始，来科室就诊的患者就没
停过，人数是往常的4倍，其中学生
占了三成左右，最多时1天接诊了
20多个患者。

“期末考多少分啊？以后打算
考什么大学？你叔叔家的孩子去年
考进了北大，你要加油啊！”相信很
多人在上学时都被亲属们问过这
样的问题。毓璜顶医院心理咨询科

主任医师苏路侠说，这些问题会给
孩子们带去很大的心理压力。

“还有家长虽然不明显地给孩
子施压，但是会像对待国宝大熊猫
一样对待孩子。‘学习累了吧？想吃
点儿啥？快喝杯牛奶补补！’这样的
话也会给孩子带去无形的压力。”苏
路侠说。

苏路侠介绍，节后来就诊的在
校生能占三成左右，其中多数是优

等生。这部分学生往往承受着很多
来自家人的期待，背负压力，不断追
求完美。“曾经有一个来就诊的优等
生，他在期末考试中发现同一道题
目，旁边的同学写得比他多，觉得是
自己没答好，就放弃了后面的考试。
结果这科的成绩非常出色。”

苏路侠认为，对待孩子最好的
方法就是怀着一颗平常心，“有一个
身心健康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

格相关新闻

上班5天迟到3天

靠“自虐闹钟”起床

□记者 蒋慧晨 报道

本报2月20日讯 春节长假结
束了，可很多上班族还没有找到上
班的感觉。“晚上睡不着，早晨起不
来，上班5天迟到3天。”白领杨凡向
记者抱怨，他听了同事的建议，在
手机里下载了“自虐闹钟”软件，每
天强迫自己起床上班。

“春节回老家过年，把生物

钟打乱了。”杨凡告诉记者，他是
烟台一家企业“朝九晚五”的上
班族，年后回来上班，按时起床
成了难事。

杨凡说，他下载了一款手机闹
铃软件，设置闹钟时要在家里拍张
照片，闹钟响起后，必须返回原地
拍一张几乎一模一样的照片，闹钟
才能停。“我连续两天在厨房的奶
锅前拍了照片，早晨必须把牛奶倒

进锅里再拍一张，闹铃才会停。”杨
凡说，起来走一圈，人就清醒了不
少，而且牛奶已经下锅，就不得不
喝了。

毓璜顶医院心理咨询科主任
医师苏路侠说，强制叫醒“治标不
治本”。“按照原来的生活规律休
息，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将生物钟
调整过来。”多食用粗粮和新鲜果
蔬，也能帮助调节生物钟。

正月剃头

不冷清

老话说“正月不剃头，剃头
死舅舅”，现如今已经成了过去
时。20日，记者采访发现，很多理
发店早在初五就开门纳客了。有
的理发店一天能接待五六十名
顾客，生意并不冷清。对于老传
统，理发的顾客说，理发是很普
通的日常行为，“正月剃头死舅
舅”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
□本报记者 苑菲菲 实习生

陈震 摄影报道

对经济有信心 压岁钱批量进股市
有位家长想把孩子12万元压岁钱全买民和股份

□见习记者 陈莹 报道

本报2月20日讯 如今孩子
们的压岁钱越来越多了，如何处
置这笔钱，家长们是十八般武艺
各显神通。在传统的存银行、理
财产品之外，今年很多家长看重
股市上涨潜力，想将压岁钱投资
到股市里。春年过后，随着蛇年
股市第一次开盘，证券公司这类
咨询电话多了起来。

19日上午，市民雷女士拨通

了证券公司的电话，询问是否可
以给10岁的女儿办理股票户头。

“过年期间孩子收了3万多元的
压岁钱，现在银行的利率也不
高，等孩子长大了，存的钱拿出
来还不一定够干什么的，不如放
到股市投资。”

“抱同样想法的家长不在少
数。”在市区一家大型证券公司
做证券分析的于女士告诉记者，
正月初一下午开始，就开始接到
客户和亲朋好友的咨询电话，到

现在都有三四十个了，都是想把
孩子的压岁钱投到股市。“最大
的一笔是我一位做某品牌代理
的朋友，他家孩子今年压岁钱收
了12万元，想全部投资买咱烟台
本地的民和股份。”

在环海路从事水产批发生
意的薛先生直言：“孩子今年1 5

岁了，过年收了4 . 5万元压岁钱。
我准备让他用这个‘小钱’试试
水，早接触早受益。再者说了，赶
上个好行情，说不定能翻几倍

呢！”
在市区一家医院工作的曲

医生想为孩子选择一只有前景
的股票长期持有。“今年孩子收
了2 . 6万元压岁钱，以前都是存
银行，买理财产品，今年我征求
孩子的意见，他说可以投到股
市。”

但让雷女士、薛先生和曲医
生失望的是，证券公司不能为拟
进行证券买卖的未成年人办理
开户手续。

格《同款扇形礼花炸瞎三市民右眼》追踪

“水货”礼花也多用绿色引信
大家购买时不能仅凭引信颜色来判断产品是否合格

□记者 宋佳 李大鹏 实习生
张兴龙 报道

本报2月20日讯 本报“礼花
伤人”报道引发公众关注，20日记
者再次调查了解到，多数烟花爆
竹销售点卖的烟花引信都是安全
的机制引信，就连“水货”也大多
披着绿色引信。据介绍，虽然都是
绿色引信，但燃烧速度不同，不能
作为衡量安全的唯一标准。

“礼花上常见的引信多为绿
色，这种绿色的引信多为机制引
信，安全程度高。”19日上午10点

多，在南洪日用杂品店，老板迟春
宁指着身后的礼花说，这种机制
的引信也有灰白色、粉红色。

迟春宁介绍，机制引信的外
面包着一种类似于塑料的物质，
由于是机器生产的，里面的燃料
分布得比较均匀，而人工的引信
燃料调和不均匀，易发生危险。

好的引信点燃，有足够的时
间跑开。迟春宁燃放了一个小型
礼花，从引信冒火花到礼花腾空，
先后用了7秒。

“市场上的‘水货’也多用绿
色引信，因为这种引信的造价很

低，外行的消费者很难辨别好
坏。”迟春宁说，要看烟花的质量
不能只盯着引信。

下午2点多，记者走访郭家屯
附近、南洪街上的几家零售点发
现，在卖的烟花引信大多都是机
制引信。南洪街上的一位老板杜
先生说：“机制引信有专门的厂子
生产，即使都是绿色的，燃烧速度
也各有不同，不能作为衡量安全
的唯一标准。”

“在厂址、外观、包装等方
面，‘水货’和‘正规军’就是不一
样。”说着，迟春宁拿出一个假礼

花的样本介绍，每个礼花的纸筒
有厚有薄，小厂家生产的礼花筒
壁大多薄、软，里面的药面也不
均匀。“市民在买烟花爆竹时，最
好先拨打外包装上的联系电话，
还要产看有没有具体的公司名
字。”

本报 1 8日B 0 4、0 5版，1 9日
B 0 4、0 5版曾连续报道“礼花伤
人”：同款扇形礼花炸瞎三位市
民右眼，据他们共同描述，礼花
引信烧得很快，来不及跑开。后
经安监部门确定，伤人礼花属于
非法流入市场。

正月十五

可能雨打灯

□记者 王晏坤 报道

本报2月20日讯 正月十
五元宵节临近，很多市民想知
道当天的天气情况，为过节看
花灯做准备。据了解，元宵节
当天烟台可能会有小雨，但预
计雨量不会太大。

20日，记者从烟台市气象
部门获悉，近来几天烟台大多
是阴云天，到了24日也就是正
月十五当天会有一场小雨。

气象部门预计，21日白
天，烟台各县市区天气多云转
晴；21日夜间到22日白天，天
气晴转多云。22日夜间到23日
白天，晴间多云。

24日元宵节当天，白天主
阴，最高气温6℃，从下午开始
到夜间预计会有小雨出现，25

日、26日还可能出现小雨雪天
气。

元宵节到来

短途线路“升温”

□记者 柳斌 报道

本报2月20日讯 每年春
节过后，接踵而至的一个出行
高峰就属正月十五元宵节了。
元宵节的到来将使短途线路

“升温”，预计2月22日(正月十
三)、2月23日(正月十四)短途
客流将增加，中长途客流则出
现短暂回落。

20日下午，记者在烟台长
途汽车站看到，售票厅内购买
车票的旅客与平时相当，候车
大厅内候车旅客则有些冷热
不均，去往威海、招远、莱州、
龙口、海阳等方向的短途线路
旅客较多，有的窗口排起了长
队，而省外方向的长途线路相
对冷清。

汽车站工作人员介绍，近
日汽车站旅客发送量比较平
稳，每天发送1万余人次，旅客
发送以市内和周边的短途居
多。元宵节到来，预计短途旅
客将比前几日增加，由于今年
的元宵节是假期，出行旅客预
计增加不少。“下一个出行高
峰在元宵节后，各大高校学生
陆续返校，客流将以高校学生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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