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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从云南北移亚洲象安全防

范工作省级指挥部获悉，北移象群

“转场”了。17日晚，北移象群经过跋

涉，离开玉溪市易门县域，在 21时
48分进入峨山县大龙潭乡。

18日 7时，14头大象在峨山县
大龙潭乡迭所村委会下方 300米山

箐中不再移动。在白天负责对象群
监控的玉溪市公安局无人机监测组

队员的监测屏上，可看到受前一天

活动频繁影响，除了耳朵和尾巴时

不时驱赶一下蚊蝇，大象一直睡到

14时 50分。17时，象群在山箐里玩

耍，到红薯地里吃红薯藤。为更好地
保证对象群的监控和现场管控，监测

人员连夜换了四个监测点。同时，前
线指挥部负责人认为有必要随大象

转场。可大象行踪无法确定，万一它
们又返回易门呢？工作人员马不停

蹄到一线进行实地查看地形。“象群

一路喜欢走山梁，不愿走箐沟，附近
有些山比较陡峭，它们可能不愿意

翻。”“这条路是断头路，要是大象走
了还得折出来，那就白走了。”“现在

大象离开了人口密集区，让它们自

由行走更好。”工作人员一路讨论。
经反复研判，在易门十街乡政

府驻扎了 11天的“追象人”集体向
峨山迭所村委会转场。此外，独象离

群 13天，于 17日晚进入安宁市辖
区，位于象群正东方向，与象群直线

距离 24.7公里。云南北移亚洲象群

安全防范工作省级指挥部专家组成
员沈庆仲初步研判，象群已呈现南

返趋势，具体路径还需进一步研判。
特派记者 周馨 （本报昆明今日电）

    升学季，和气温一起上升的还

有家长的不安情绪。昨天，长三角一
体化健康促进行动暨新民健康大讲

堂巡讲第四期在马鞍山市图书馆举
行。以“升学季，家人能否‘心安’”为

主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医师，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

精神分中心主任谢斌教授为家长带

来实用的“安心”贴士。
孩子这两天在参加中考，考不

上好高中怎么办？家长沈女士每晚
都被这些问题“折磨”，夜夜失眠。

“但孩子并不领情，说两句就顶嘴，
亲子关系达到崩塌边缘。”沈女士

很无奈。谢斌说，事实上，很多家长
对孩子的各种不满恰恰源于自身

的焦虑，而孩子也会受影响，吸收
焦虑情绪。家长应先管好情绪再去

管教孩子，也要区分好是自己的需

要，还是孩子的需要，掌握合适的
沟通技巧，这样才有可能作出对孩

子有益的决定。
谢斌认为，有压力不是坏事,但

过度的压力就会导致孩子心慌、焦

虑，影响考试发挥。如何找到这个
“临界点”呢？谢斌说，主要还是看，

面对压力的时候，到底是处于比较
兴奋的状态还是比较紧张焦虑的

状态。如果孩子跃跃欲试，这个压
力就能起到激励作用。

谢斌说，升学季的压力主要来
自于成长的压力，而这层“压力”主

要来自四方面原因：首先是变化，

生活环境显著变化；其次是驱迫，
孩子参加考试的确是成长之路的

大事，他无形中被牵引、被推动了；

然后是竞争，难免带来焦虑；最后

是未知，在分数出来之前，谁都不
知道结果是怎样，对未来的未知也

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数据显示，随
着年龄的增长，孩子抑郁情绪的检

出率也在不断增加。而即便考完
后，也不能完全放飞，心理困扰并

没有消失。

应如何面对并改善情绪呢？谢

斌开出“药方”：第一，“一家人要整整
齐齐”，升学季，一家人最好能保证

家庭结构的完整，哪怕夫妻间感情
不好，也应该作出暂时的牺牲，确保

孩子心态平稳。第二，就是在重要的
事情上，一家人的三观要基本一致，

不要有什么矛盾。第三，学会平等相
待，多陪伴多沟通，给予孩子关爱和
家庭温暖。第四，家长要做到不越

位、不缺位，摆正位置很重要。
谢斌特别强调，健康的身体和

人格最重要，家长要放大格局培养
一个能适应社会发展的人。随着孩

子的年级升高，家长“高期盼”往往

会给孩子传递压力，使得孩子的情

绪、认知出现问题。心理行为问题
不等于精神病，但家长也要避开认

识误区。比如，有的家长不愿承认
孩子有问题；有的无视成长道路上

的心理问题，认为这些心理问题自
己会好起来的；还有的家长时常惊

慌或暴跳如雷，高情感表达易让孩
子情绪不稳。家长往往是到了问题

严重时才想到心理咨询。因此，谢
斌建议，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绪表

达和情感变化，及时干预；与学校

和老师保持良好的沟通；与专业人
员“长期合作”。如果孩子需要治

疗，不要抗拒吃药，同时也要鼓励
孩子保持正常的学习生活，但要适

当降低要求，并鼓励孩子健康饮
食，适度运动。“成长之路，不是短

跑，也不是长跑，而是接力跑，不必
一下子花光所有力气。”谢斌说。

新民健康大讲堂由上海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上海市体育局和新

民晚报社于 2013 年 1 月联合创
办，至今已举办 72场活动。本次第

72届新民健康大讲堂由马鞍山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马鞍山郑蒲港新

区现代产业园区管委会、马鞍山市
图书馆承办，安利（中国）、万达信

息、阿基米德等

协办。新华网、

澎湃、新民网、
长三角公共卫

生（网络）电台、
健康云、安利云

等联合直播。
首席记者 左妍

新民健康大讲堂走进马鞍山 专家为考生家长开“药方”

象群“转场”了
专家称已呈现南返趋势

护 记

昨天，长三角一体化健康促进

行动暨新民健康大讲堂巡讲第四期
走进马鞍山，上海市医学会会长、上

海市医师协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
学校长徐建光教授担任本次巡讲活

动顾问，现场发表题为“助力健康中
国建设，发挥中医药在全民健身和

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中的独特作用”

的主题演讲，呼吁全民共同努力，为
中医发展沃好土、织好网、点亮灯。

“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宝库中的
瑰宝，其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

观、防治观，与全民健康维护高度契
合。”徐建光指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都是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举措。中医不

仅创造了多个世界第一，而且在推进
全民健康方面，中医药有绝招，促进

健康自我维护、健康促进干预和健康

产品开发，中医人在行动，构建全民

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推进中
医治未病健康工程。

“全民共同努力，为中医药发展沃
好土、织好网、点亮灯。”徐建光呼吁，

要营造全民用中医的良好氛围，在健
康社区、健康单位、健康家庭建设中

增加中医药元素，让中医治未病理念

真正融入健康工作和生活方式。要多
方参与、群策群力，在政府投入及政

策引导的基础上，动员社会力量及组
织参与，拓宽中医药在全民健身及全

民健康融合发展中的服务领域。推进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发挥

中医药独特优势及作用，不断探索突
破，立样板、树示范，以点带面逐步推

进。他直言，长三角中医药事业发展
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名家辈出，中医

药发展有着良好基础和合作传统，要
发挥中医药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

深度融合中的作用，推进建设“健康
长三角”，在全国率先探索创新机制

与改革路径，形成经验并不断推广。
近年来，马鞍山市融入长三角医

疗卫生一体化发展，协同推进健康马
鞍山行动，成为安徽唯一跻身全国首

批 38个全国健康城市试点市之一。马
鞍山市积极对接上海医疗卫生与健康

领域创新合作。去年，上海中医药大学
马鞍山康复研究院揭牌，将落户马鞍

山市郑蒲港新区。 首席记者 范洁

别把焦虑情绪传染给孩子

■ 谢斌在大讲堂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