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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闵捷）“我们现在被困
在云熙山小区的电梯内，应该是在3楼，有
两个人。”“收到，我马上通知维保单位进行
救援，请耐心静候，不要着急，请问身体有
不舒服吗”……这是5月23日在温泉碧桂
园云熙山小区开展的一场模拟电梯困人的
应急救援演练场景。

咸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碧桂园生
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咸宁分公司、广
州中园电梯工程有限公司，通过以演促练、
以练备战的方式，开展了此次电梯困人应
急救援演练。

当日上午10点，电梯困人应急救援综合
演练正式开始，被困人员利用电梯内的紧急
呼叫装置，向外界发出求救信号，物业值班人
员接到梯内被困人员呼叫后，使用对讲机安
抚被困人员情绪，并立即联系维保人员。

广州中园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维保人员
接到派遣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第一时间设
置了警示牌，确认了困人电梯的位置，并安
抚被困人员，随后，维保人员拿起工具赶到
电梯机房，在确认各个层门和轿门处于关闭
状态后，通过手动操作盘车，让电梯尽量与3
楼楼层对齐，这时候，3楼的现场救援组打开
层门和轿门，把乘客安全解救出来。救出人
员后，电梯维保人员对电梯问题进行排查。
演练时，专业人员同步讲解了发生电梯困人
等事故时的应急处置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章和开）5月23日
上午，咸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咸宁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在沃尔玛购物广
场启动以“安全用妆、共治共享”为主题
的化妆品知识科普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主办方通过设置咨询
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及开
展义诊等多种形式，现场宣传化妆品安
全法律法规，发放化妆品安全科普知识
宣传单和化妆品不良反应知识宣传手
册；设立化妆品举报投诉点，接待群众
咨询投诉；宣传化妆品不良反应监测工
作，并现场收集化妆品不良反应报告案
例。并围绕牙膏安全使用知识进行展
示及宣传。现场共发放化妆品监督管
理条例、化妆品知识宣传手册及宣传
单等资料1000余份，聘请医院皮肤科

医生现场为50余名群众进行了咨询和
义诊服务。

活动期间，市、区市场监管部门在
沃尔玛、中百、同惠超市等人流密集地
的LED显示屏上播放化妆品安全宣传
片。开展安全用妆进社区活动，向居民
宣传如何正确认识化妆品不良反应事
件，如何正确选用化妆品，如何正确识
别化妆品的使用风险等。该局还召集
化妆品经营者开展化妆品不良反应培
训工作。

“通过开展‘5·25爱肤日’宣传活动，
加强化妆品安全科普宣传工作，引导化
妆品生产经营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
任，有效提升公众对化妆品安全的认知
水平，营造化妆品安全共治氛围。”咸安
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何安全使用化妆品？ 被困电梯怎么办？

给孩子以心灵滋养，社会需共筑“防线”

多地开展校园心理健康“必修课”扫描
新华网消息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

最近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
划”），要求中小学校要结合相关课程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在一些地方
的中小学，心理健康课程已成为“必修
课”，学生们开始学习识别和管理情绪，
从认识自己、他人和环境中学习人际关
系处理，了解遇到问题时如何求助和倾
诉，在课程中得到心灵疗愈和滋养。

10余名学生围成圆圈，每人右手
掌心握住一支直立在地上的塑料杆，
口令响起，学生迅速移动步伐，去握相
邻同伴的杆子，过程中要保持杆子不
落地……走进大连市第十一中学体育
馆，心理拓展课上一片欢声笑语。

“这堂课组织学生进行了‘击鼓颠
球’‘不倒森林’等项目，学生通过小组
合作完成任务并进行分享，这有利于学
生处理好同学关系，调节情绪，发挥潜
能。”心理教师张莹介绍说，学校除心理
健康课程外，还为学生提供个体心理咨
询、沙盘游戏、放松训练等，并定期举办
心理文化节、心理讲座等活动。

记者从多地中小学了解到，结合
不同年龄学生心理特点，内容丰富的
心理健康课程正在校园内广泛开展。
广州市天河第一小学四年级的一节心
理课，以游戏的方式让孩子感受自己

的情绪。心理教师肖冬梅介绍说，教
师把一块布铺在地上，分成不同小组
的学生们站在布上，要求在脚不离开
布的情况下，把布翻面。在完成这个
任务的过程中，学生们激动、生气、委
屈、喜悦……体会到各种情感。游戏
结束后，学生们在教师引导下，感悟团
结合作、主动牺牲等精神。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王栗霖
说，学校的心理健康课程一周一节，是
同学们喜爱的课程之一，“有节课是大
家用多种原材料自制服装走秀，既欢
乐又减压。”

遵义市第十九中学心理教师罗艳
说，学校在初一年级和初三年级开设
了心理健康课程，初二年级则以讲座
的形式授课。贵州省黔西南州教育局

副局长李天维说，2022年9月以来，该
局对全州120多名专业心理教师进行
系统培训后，在全州所有初级中学初
一年级开设了心理健康课程。

青少年时期是身心快速发展、面
临多个成长议题的重要阶段，青少年
是心理健康问题的多发人群。中国科
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全国超过3万名青
少年进行调查，发布的《2022年青少
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
14.8%的人存在不同程度抑郁风险。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学生成长
环境不断变化，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学生
心理健康问题更加凸显。多位受访心理
教师表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有
日益增多的趋势，并呈现出低龄化特点。

辽宁省心理咨询行业协会青少年
心理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曾祥云表
示，随着互联网技术和通讯设备的发
展，通过智能设备进行交流一定程度上
替代了现实社交，也给未成年人心理带
来不利影响。“如青少年使用手机时间
过长，甚至形成手机依赖等，会导致孩
子们更不愿意开展面对面的线下社
交。同时容易受网络不良价值观影响，
一些不良信息会引导学生认可甚至模
仿，对学生心理健康造成较大威胁。”

受访心理教师认为，亲子关系紧
张和学业压力加大对学生的心理影响
较大，表现为家长对孩子的高期待，给
孩子加压，孩子难以承受；或孩子不想

听从家长对自己未来的安排，又不知
道自己该怎么选择，因而感到焦虑，等
等。同时，与成人相比，青少年心理问
题和抑郁倾向更难被识别和诊断。

相关专家建议，应尽快建立学校、
家庭、社会和相关部门协同的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问题识别、干预全链条
机制，落实行动计划，推进心理健康课
程建设，共筑学生心理健康“防线”。

大连教育学院心理研训中心主任
李玉荣建议，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化是现
阶段促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落到实处，
预防与解决学生心理问题的根本。建议
将心理健康教育课纳入国家课程方案，
保障心理健康教育课开齐开足。同时加
强专岗专业心理健康教师配备，通过常
态化培训提高专职心理教师专业素养。

“本学期开学后，我们到不同中小
学上了近20节心理健康课。”曾祥云
说，由他及46位专家组成的心理援助
志愿服务队，坚持义务为有需要的中
小学进行心理健康服务。他建议，要
充分发挥卫健、共青团、妇联等部门的
优势，开展“家长课堂”“微课程”等活
动，提升家长健康意识，全社会共同关
注和帮助孩子心理成长。

专家建议，可从日常生活习惯着手
保障学生心理健康。如进一步发挥体
育活动调节情绪、疏解压力作用，开齐
开足上好体育与健康课，落实户外运动
一小时等要求，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骗子用AI换脸10分钟诈骗430万
新华网消息 近日，多地接连发生

AI诈骗案。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公
安局电信网络犯罪侦查局破获一起使
用智能AI技术进行电信诈骗的案件，
福州市某科技公司法人代表郭先生10
分钟内被骗430万元。

郭先生介绍，前不久他的好友突
然通过微信视频联系他，称自己的朋
友在外地竞标，需要430万元保证金，
且需要公对公账户过账，想要借郭先
生公司的账户走账。基于对好友的信
任，加上已经视频聊天核实了身份，郭
先生没有核实钱款是否到账，就分两

笔把430万元转到了对方的银行卡
上。随后郭先生拨打好友电话，才知
道被骗。骗子通过智能AI换脸和拟
声技术，佯装好友对他实施了诈骗。

“从头到尾都没有和我提借钱的
事情，就说会先把钱给我打过来，再让
我给他朋友账户转过去，而且当时是
给我打了视频的，我在视频中也确认
了面孔和声音，所以才放松了戒备。”
郭先生说。

幸运的是，接到报警后，福州、包
头两地警银迅速启动止付机制，成功
止付拦截336.84万元，但仍有93.16

万元被转移，目前正在全力追缴中。

声音合成 骗子通过骚扰电话录
音等来提取某人声音，获取素材后进
行声音合成，从而可以用伪造的声音
骗过对方。

AI换脸 人脸效果更易取得对方
信任，骗子用 AI 技术换脸，可以伪装
成任何人，再通过视频方式进行信息
确认。骗子首先分析公众发布在网上
的各类信息，根据所要实施的骗术，通

过 AI 技术筛选目标人群。在视频通
话中利用AI换脸，骗取信任。

转发微信语音 骗子在盗取微信
号后，便向其好友“借钱”，为取得对方
的信任，他们会转发之前的语音，进而
骗取钱款。尽管微信没有语音转发功
能，但他们通过提取语音文件或安装
非官方版本（插件），实现语音转发。

AI程序筛选受害人 骗子利用 AI
来分析公众发布在网上的各类信息，
根据所要实施的骗术对人群进行筛
选，在短时间内便可生产出定制化的
诈骗脚本，从而实施精准诈骗。

■AI诈骗常用手法

体验、分享、感悟
带来心灵成长

多发、低龄化、识别难，
青少年心理健康面临新挑战

家、校、社会协同
共筑心理健康“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