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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压力大吗
——社会群体性“高压锅”现象调查

□据 新华社北京12月24日电

当“你幸福吗”成了2012年最热门的追问时，背后折
射出的是社会群体性的焦虑和压力。我们的压力从何而
来？我们又该从哪儿寻找“减压阀”？

减压首先要从个体做起。一项调查
显示，在遇到心理问题时，近46.9%的人
会自己消化或干脆不当回事，真正会求助
心理医生的只有3.7%。不少专家认为，
每个人都要学会正确排解和释放压力，一
旦遇到心理压力过大或情绪困扰，应该积
极寻求就医渠道解决。

减压还需要扭转目前企事业单位
忽视员工心理健康的通病，多给员工正
能量。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会长韩小
红博士认为，企业员工工作效率、工作
热情的提高所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有
形资产。当前，中国企业家对自身和员
工健康的忽视，已成为经济实体“木桶”
的短板。

此外，政府相关部门行动起来拧动公
共服务的“减压阀”也势在必行。

不少职场人士和相关专家还谈到，缓
解群体性压力还离不开政府完善相关保
障福利制度，整个社会淡化功利评价标
准，鼓励宽容人的多元发展，只有这样，才
能从根本上缓解“中国式焦虑”。

当记者带着“你压力大吗？”的提问随机
采访了职场白领、公务员、农民工和小学生等
群体时，答案绝大多数是肯定的。

——“加班压力大，不加班压力更大。”
38岁的史正阳是上海一家传播公司的客户
总监，作为“白领”中的“金领”，他的工作节奏
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通常一天接洽六七个
客户，在十个会议中赶场，遇到赶项目时，经
常加班到下半夜。

史正阳坦言，职场的竞争和往上走的追
求让他神经始终保持高度紧张，而没完没了
的加班也让他身体超负荷运转。

——“三十而立，我不能被别人落得太
远！”在某省会城市开发区工作的70后公务
员小陆对记者说，“同学聚会大家谈的位子、
房子、票子，一衡量差距就出来了。”

小陆说，他现在是“五加二、白加黑”工作
模式，星期六保证不休息，星期天休息不保
证。“孩子快两岁时就送到幼儿园去了，是那
种周一送去周末接回来的寄宿制。孩子有次
对我说：‘爸爸，你能每天接我吗？’我听了心
像针扎似的！”

——“挣更多钱，弟弟才有上大学的费
用，我才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20 岁的

安徽女孩小叶是上海一家代工手机生产
线的作业员，白手套在流水线上来回翻
飞，1小时里至少要为 140 部手机装上细
小的薄片，每天工作 10个半小时，超过 8
小时外的两个半小时计作加班，工资是平
时的 1.5 倍。“我今年已经给弟弟寄去 1.5
万元了，还想再挣些钱以后在城里开个
店。”她说。

——“一周五天上课，一天特长培训，剩
下一天复习所学内容。”10岁的小潇今年四
年级，“家长老拿我跟院子里的小朋友比，希
望我什么都能超过别人，我觉得很累。”

“2012年关爱职场白领、关注白领健康
调查”显示，2/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身体状
况处于亚健康状态，危害身体健康的主要因
素中，工作压力居首。

中国医师协会、中国医院协会和北京市
健康保障协会等的调查显示，过大的压力导
致“未老先衰”“过劳肥”“过劳死”等情况，许
多职业病成为常见病。不少职场人戏称“薪
水没涨，腰围涨了；职位没高，血压高了；业绩

不突出，腰椎间盘突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

任霍勇介绍，2011年中国有近百万新增急性
冠脉综合征患者，心梗等传统中老年疾病在
年轻人中的发病率上升。患者大多长期处于
紧张的工作和竞争的压力下，吸烟酗酒，生
活、饮食不规律，身体时常处于疲劳状态。

身累的同时还有心累。中国健康教育中
心主任毛群安说，“2011中国企业员工健康

行”的调查结果显示，78.9%的企业员工有过
“烦躁”情绪，59.4%的人感受过“焦虑”，
38.6%的人觉得“抑郁”，也有6.2%的人出现
过情绪失控的状态。产生这些压力的来源多
与工作有关，“工作负荷太大”、担心“事业发
展”是主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迎
生说，当人们普遍处于亚健康状态时，这就意
味着社会不健康了。

“压力山大”面面观

重压下的“负能量”

“减压阀”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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