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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参加“全自动智能血压计进万家”活动——心脑健康计划

申领全自动语音血压计
高血压猛于虎，一旦疏忽大意，随时会导

致血管破裂或堵塞，爆发脑溢血、脑梗、中风
偏瘫。为普及高血压常识，近日，“全自动智
能血压计进万家”大型活动正式开启，申领者
络绎不绝。

1.操作简单，测量准确：大容量记忆存
储，99次测量记录，让结果更真实、更准确。

2.自动测量，轻松便捷：全自动智能测量
血压，一键搞定，轻松便捷，一学就会。

3.大屏设计，清晰易读：高清晰大屏显
示，专为中老年人设计，测量结果一目了然。

4.语音播报，声音清晰：真人语音播报，
声音清晰，眼花也不怕，更方便、更省心。

5.心率检测，更显
贴心：检测心跳，敏锐的
察觉心律不齐问题，提
供更多健康提醒。

好消息！即日起拨
打 400-619-3600
申请参与“全自动智能
血压计进万家”大型活
动，即可申领全自动智能血压计1台。仅限
300名，60岁以上人员优先，不得重复申领。

“会说话的”血压计
●大屏幕，测量结果一目了然
●真人语音播报，声音清晰
●一键测量，记忆每次测量数据
●血压分类、心率不齐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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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里
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沉默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微信是个好东西，但要注意莫因过度使
用，使得人与人的交往变得扁平和肤浅。

前些天，《人民日报》有一篇谈微
信群的文章被广泛转发，让很多人颇
有感触：微信群变了味儿，炫富的、拉
投票的、搞推销的、做股票的，让人不
胜其烦……

曾经，建微信群是一件很时尚的
事。同学群、好友群、公司群、亲友
群、摄影群、读书群、跑步群等蜂拥而
起，这些群少则三四个人，多则500个
人，每天海量信息刷爆手机屏幕，让你
切实感受手机“群生活”。

现在，打开微信，看着一个个小
红点，真正想点开的越来越少，屏蔽
的群越来越多；曾经活跃的微信群，
一个个成了没人发言的僵尸群。

微信群里，为什么大家变得越来
越沉默？

消息太多惹人烦。群里消息一直
响个不停，不论白天还是夜晚，不管工
作还是休息，各种图片“狂轰滥炸”，搞
笑小视频满屏飞……

求赞拉票讨红包惹人厌。建群
是为了沟通感情，愉快地聊天，可是，
求赞拉票讨红包的内容并不鲜见，多
了，滥了，只能让人觉得无奈又无聊。

还有，很多单位都建立工作群，
以方便联系。不过，正因这样，微信

群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让人感
觉被微信群“绑架”，每时每刻都处于
社交和工作状态。

微信群已成为很多人拓展人脉
的工具，于是大家使劲建群、加群、拉
人进群——可是，我们真的需要那么
多的社交与人脉吗？

牛津大学的进化人类学家罗
宾·邓巴有个有趣的“邓巴数”理论：
人的大脑新皮层大小有限，提供的认
知能力只能使一个人维持与大约150
个人的稳定人际关系。当然，不排除
有社交奇才，对人过目不忘，还能时
常联系，但无疑，多数人不该被那些
无意义的所谓“社交”牵扯太多精力。

微信是个好东西，但要注意莫因过
度使用，使得人与人的交往变得扁平和
肤浅。与其看那些没有任何“营养”的
图片与视频，不如放下手机，安安静静
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

分享一段俄罗斯著名作家、诺贝
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的话：“除知情
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
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
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
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
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新闻背景】据中国聋儿康复研究
中心统计，我国每年有约30000名儿童
因用药不当陷入无声世界。另据统计，
我国儿童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12.5%，为成人的 2 倍，新生儿高达
24.4%，为成人的4倍。在现有的3500
多种药品中，专供儿童使用的仅有60
多种。（9月24日《瞭望》周刊）

由于儿科“缺医少药”，每年5岁至
14 岁孩子死于可预防和可治疗疾病的
人数可能多达 10 万——报道中的数字

令人吃惊。“缺医少药”，指的是儿童的专
门药物缺乏。

长期以来，儿童服药的通常方式是
“掰开吃”——与成人使用的是同样的药
品，剂量大约摸着减一减。儿科缺医
生，儿童缺专用药，道理是一样的：投入
的成本挺大，收益较小或者说利润空间
较小。不管是在儿科医生还是儿科专
用药方面，无论未来继续从体制机制上
想办法，还是落实已有的鼓励政策，多年
困局都亟待破解。

■漫画漫话

儿童用药不能再“靠手掰”

尔冬/文 薛红伟/图

【新闻背景】现在，养生话题越
来越热，而当前养生市场乱象，又着
实令人忧心。打开电视，有“专家”告
诉你，“每天喝养生粥，能预防骨质疏
松”；收听广播，有“患者”谈亲历，“吃
了×××，我的糖尿病居然好了”；打
开书本，“资深专家”提醒你，“提早祛
湿补气，你可以活到120岁”……（新
华网 9月22日）

注重生命质量、追求健康生活，是
潮流。如果整天盯着自己的身体状况，
热衷于相信各种各样的养生“秘诀”，痴
迷于购买五花八门的保健品，就会让家
里人担心了。

事实上，不刻意去养生，才是最
好的养生。年过八旬的作家王蒙在

《我的人生哲学》中提到，著名长寿学
者周谷城先生的养生方法“就是不养

生”；而年过九旬的画坛鬼才黄永玉
谈到他的长寿秘诀时则说，“主要是
不考虑养生问题”；国学大师季羡林
年过九旬，老而弥坚，笔耕不辍，有人
问他：你健康长寿，精力充沛，有什么
秘诀没有？季羡林的回答是：没有秘
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

他们的“不养生”，不是说不在意
健康，而是揭示了一条真正的养生秘
诀——放松心态，尊重常识，不刻意
去养生。

养生其实一点儿也不复杂，无非
是良好的心态，合理的饮食，适当的锻
炼。这些尽人皆知的良方，比任何“秘
诀”都科学，比吃多少保健品都管用。
因此，对于养生市场的乱象，及时规
范，严格监管当然有必要，但更重要的
是人们养生观念的版本要更新。

■洛浦听风

养生，不必刻意

张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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