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虽然房价高!交通拥堵"但北

上广等一线城市仍是大学生就业

首选# 调查显示"!"#!年"毕业一

年内选择留在一线城市的大学生

比例为 $%&"较去年的 %'&大幅度

上升$

有分析指出"一线城市职业发

展的广阔机遇% 更加公平的规则"

以及志趣相投的人脉圈"对大学生

求职者更具有吸引力& 还有人认

为"面对剧烈的职场竞争"一些大

学毕业生是为了'曲线救国("先去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镀金("提升竞

争力"再到二三线城市找工作#

新入职场大学生扎堆一线城

市"你怎么看)欢迎来本报*职场方

圆+关注'人才扎堆现象($

（截稿时间：!"月 !#日上午 $时）
来稿请发 !"#$%&!'()*+,-./0(1#2(3

电话!45657587

"下期预告#

!"#$

本版整理 施淑洪

欢迎来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帖

我站在你身边 你却在玩手机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

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
身边，你却在玩手机。”自从数码
产品盛行后，这句话就成了抱怨
数码产品造成人际隔阂的最经
典吐槽。

智能手机填补了碎片时间，
但也给人际交流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的一项调查就显示，每位智
能手机用户平均每天必须查看
手机的次数高达 34次。频繁、
长期的低头动作，导致“低头族”
比常人更容易遭受脖颈问题的
困扰。
你身边有“低头族”吗？怎样

才能让“低头族”抬起头来？

! ! ! !前不久，办公室里流传着一则
笑话：同事中有人碰壁了———不是
办事情“碰壁”，而是脑袋真的撞上
“壁”了———这位老兄玩智能手机入
迷，出大楼门厅时边玩手机边走路，
一头撞上了玻璃大门。七八十公斤
躯体的动能不小，结果前额上顿时
出现了一个老大的疙瘩。大家安慰
他：“全怪玻璃擦得太干净了。”还为
他庆幸：幸亏走路不快，没头破血流
已经是运气了。
眼下爱玩智能手机的“低头族”

确实不少。一天我没有开车，乘坐地
铁 $号线去办事。坐在车厢里心血
来潮，从车厢这头走到那头清点了
一下，总共百十号乘客的一节车厢
里共有 !#个人在低头玩手机，约占
全车厢的 !%# 到 !%&，比例不算小
了；还有 '个人耳朵里塞着耳麦，正

闭目听音乐或其他什么的。我注意
到，不论是塞耳麦还是玩手机，都是
一些 #(后、)*后模样的年轻人，男
女相当，只有一名穿着中学生校服
的大男孩，他们大多数是低着头一
门心思坐着摆弄手机。有一个人一
手扶着拉环一手握着手机在看什
么，大概是一位高手。

我观察到，这些“低头族”至少
有一半是在读小说看新闻；也有手
指在荧屏上滑个不停，像在刷微博；
还有人看的是外文以及图片一类的
东西；真正玩游戏的似乎不多。这令
两手闲着的我觉得些许难为情：“低
头族”专心学习的精神可嘉，自己太
不入时了。

快到漕河泾站时，“低头族”一
个个取下耳机，收起手机下车了，并
没有哪个玩手机玩得像那位老兄那

样忘乎所以。
把上下班和外出的碎片时间利

用起来学习、工作或积极休息，“低
头族”这一点是值得赞许的。然而，
我也为他们的眼睛担忧，怕他们把
眼睛看坏。

我把自己的“统计数字”和担忧
告诉办公室同事，他们都说我少见多
怪，+,-了。仔细想来也是：前几年，
地铁车厢里最时髦的是敲击放在大
腿上的笔记本电脑；后来两耳塞着
耳麦听音乐取代了它；眼下又给玩智
能手机超越了。“各领风骚”一两年！
也许不必操心“低头族”何时能

抬起头来。过不了多久，新的时髦出
现时，“低头族”也许会放下手机抬
起头，又去弄什么新玩意了。

! ! ! !“你有一条新私信”，
正在书房里工作，微博上
弹出一个对话框提醒。打
开一看，原来是老公发来
的友情提醒：“结束工作，
休息休息。”我晕，老公就
在门外的客厅里看美剧，
要说话吼一嗓子就行，还
要上微博发私信？

曾经看过一个小故
事，说一对夫妻在家里一
人抱一台电脑，老公想喝
水，就在 ./0上跟老婆
说：“亲爱的，帮我泡杯
茶。”我当时还挺庆幸，我
们家就一台电脑，不会发
生这样的情况。没想到，
1234 的出现很快改变了
现状，我们也开始一人抱
着一台电脑各忙各的，为
了避免互相干扰，大部分

时间，还是分别待在一间屋子里。
一整晚，打照面的时间都不多，更
别说交流了。有时躺在床上了，才
想起夫妻俩今天还没怎么聊过天
呢，赶紧补课。无奈瞌睡虫袭来，
聊不了几句，就眼皮打架，沉沉睡
去了。

如今家里有几台电脑很平
常，再加上还有手机可以玩、有
电视可以看。所以，像我们夫妻
俩这样没时间聊天的家人恐怕不
在少数。
不止是在家里，在其他场合，

类似情况也很多。
比如开会，过去单位开大会，

走进会场的人一人拿一张报纸，
或者胳肢窝夹本书，现在则是一
人夹一块平板电脑，或者揣上一
枚手机。开会时，台子上领导讲得
唾沫横飞，台下同志们把“水果”
切得汁水四溅。

又比如乘公交车和地铁，年
轻人走进车厢，很自然地就会从
兜里掏出一个数码产品，听音乐
的听音乐，刷微博的刷微博，看电
视剧的看电视剧，每个人都忙得
不亦乐乎。
有了这些电子产品“消磨时

间”固然很好，但也有许多副作
用。首先是信息依赖症，就说此时
此刻吧，我一方面在码字，一方面
又开着微博，隔上几分钟就要刷
新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
新帖。虽然大部分时候都没看到
什么特别的帖子，却习惯成自然，
不经常看看微博就觉得少了一点
什么。
看数码屏，常人的第一反应

自然都是低头看。然而，居然有神
人造出了抬头看的神器———1234

床上支架。这个支架是我在微博
上看到的，说是一个老公为热爱
“躺在床上看电影”的妻子设计了
一个安装在床背上的支架，不仅
可以让妻子正常躺卧在床上看屏
幕，还具备充电、转动屏幕等细节
功能。

看到图片，我顿时膜拜
了———想不到居然还有人为四肢
健全的懒婆娘设计这种支架，这
应该是推荐给瘫痪在床者使用才
对吧。接下来，这位设计达人是不
是还要给老婆大人设计一些新的
支架，让她在床上完成吃饭、如
厕、办公等各种事情，再也不必下
床呢？这种“科技进步”，究竟是好
事还是坏事？

! ! ! !“低头族”最多的地方，非地铁
及公交车上莫属。
上班路上，回家途中，人们在车

上挤成一根根直立的金针菇。见缝
插脚抢得一席之地后，眼光却无处
安放，前后左右不超过十公分处，皆
是脖颈脑瓜，距离太近甚至可清晰
看到人家脑袋上的点点头屑。漫漫
公交路如何打发？标准答案第一条：
将自己右手用力抽出，艰难伸进裤
兜里，摸手机，紧贴着身体举到眼
前，打开，上网。
转瞬间，世界一片开阔。

手掌握住机身，手机灵活触动，
可与各路朋友天高海阔指点江山，
可登录微博抒发脑中万丈豪情，可
下载电子书穿越万水千山浏览古今
中外……此时节，身边挨挨挤挤人
群化为虚无，耳边说话咳嗽声声与
自己无关。无比拥挤公交路上，幸好
有手机忠诚陪伴。
这个时候，做个手机“低头族”，

是最明智最合意的选择。
所以你会看到，最拥挤时分的

公交、地铁上，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
低着头，心无旁骛和自己的手机死

磕。嘿嘿傻乐的，紧锁双眉的，个个
陶醉其中，表情不一而足。
以上情景实非夸张，我周围朋

友同事中，以地铁、公交为上下班交
通工具的，我曾问其中不止一人：途
中如何打发时间？回答基本一致：拿
手机，上网。

经常“低头”容易导致颈椎病？
是的，我知道；过多“低头”极易引发
头发晕？+5，6 789:！但是，拥挤的
公交地铁里，上有片瓦，下仅立锥；
手无多余安放之处，眼无清净可看
之景，何以解囧？唯有手机啦。

! ! ! !那次出差，我坐在前排，半闭
眼，偶尔扫眼大巴车上放的电影。偶
一回头，发现看者寥寥，几乎每个人
都在低头看手机，有听音乐的，有看
电子书的，还有人两手并用，飞快地
摁键盘。总之，全沉浸在各自手机营
造出来的小世界里。
我不由得感慨，手机，真是这个

时代了不起的发明！
回到家准备给包包“减负”。第一

要保留的物品，不是钱包，也不是钥
匙，而是———手机。只要有手机，就能
第一时间找到送钱包和钥匙的人。什
么最重要？当然是与外界的联系，让
你不至于成为茫茫人海里的孤岛。
手机早已“一机多用”。以我自

己为例：早上的 .9;818< =3>>（叫醒
服务）是手机发出的。一睁眼，先看
天气预报，再顺手刷个微博，看看刚

出炉的新鲜事；上班路上，塞个耳
机，听听有声书；遇见好玩的事儿，
来个街拍；公司网络设限，咱用手机
开个小差，和网友们互动……哪天
不慎没带手机，感觉时间凭空多一
大截，踏实感也一并丧失。
估计跟我一样的，不在少数。我

就见过情侣上街，女的只管低头看
手机，任由男的拉着她的胳膊，穿行
在人群中。有回我停车在路边等人，
一抬头，看见后视镜里，一女孩骑着
自行车朝我车子撞来，顿时车内车
外齐齐传出尖叫声———她眼里只有
手机，连静止的汽车都没看见，这该
有多危险啊！
单位体检，拍片结果显示我第

五节颈椎增生严重———早已预料到
是这个结果。我过去奉行精神愉快
第一的原则，并不以为然。但当我咨

询完医生，路过外科病房时，那些打
着石膏躺着的病人让我惊心。医生
说，我的颈椎发展下去，早晚得做手
术磨去骨刺；还有我经常失眠，那是
因为手机屏幕发出的光，影响了大
脑中褪黑素的分泌。

我果断地弃用了“爱疯”，买了
一款最简单、功能最少的手机，只要
能打电话就好，我想减少对手机的
依赖程度。练瑜珈的朋友教了我一
招，其中有个动作，就是抬头，努力
向后仰。我那可怜的颈椎，动不动就
发出“咔啦”声———人未老，骨已伤，
真让人伤心。
同事从网上团购了一种颈椎牵

引器，那天我从外面回来，刚好工间
操休息，看见每人都戴了一个，箍在
脖子上，头不得不高高抬着。天呐，
我以为误进了康复中心。

! ! ! !朋友的孩子刚上小
学三年级，前段时间老说
头晕眼花。带去医院检
查，一查吓一跳！检查结
果说孩子近视 ?**度，还
有中度颈椎病，这不是通
常中老年人的毛病吗？
问医生怎么会这样？

医生说要问你们自己。孩
子是不是经常低着头玩
手机？是否一玩就连续玩
很久？朋友想想，确实是
的。孩子迷恋手机，喊他
吃饭和睡觉时，手机都经
常捧在手上。尤其是放暑
假那两个月，几乎时时刻
刻与手机为伴。

看儿子如此爱玩手
机，朋友夫妻也试着查
过，但只检查过儿子有没
有上不良网站，并没有想
到过度使用手机会有如
此严重的结果。
医生说，这么一点点小的孩

子，给他配手机干嘛？他们哪里用
得着手机？朋友说是孩子上的是
寄宿制学校，平时住校，担心孩子
在学校会有什么事，有个手机好
方便联系。其实大可不必！纵然
真的有什么事，老师会在第一时
间联系家长的。而且寄宿学校宿
舍各楼层都配有 6@ 卡电话，买
张卡打电话也很方便，配手机纯
属多余。说穿了，买个手机给孩
子就是给他玩的。孩子的自制力
相对较差，一玩上瘾就无法克
制。孩子喜欢玩手机，又不在父母
眼皮底下，哪能控制得了？这不，
恶果出来了。
怎么办？手机自然不能再带

到学校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孩
子跟他们闹，说住校的同学都带
手机，又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并信
誓旦旦地说一定会管好自己。他
妈妈厉声说：“你想小小年纪就变
成瞎子或者驼背？别最后书没读
好，人却成废人了。”最后跟儿子
讨价还价，答应他每周末回家的
时候，允许每天使用一个小时。先
执行一段时间看，以后视表现酌
情加减使用时间。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小学
生，就一定要注意了。孩子迷上手
机，很有可能危害健康，小学生还
是不配手机的好。另外，手机厂商
是否可以跟卷烟厂学，在手上背面
贴上一条：过度使用手机有害健
康，以提示人们使用手机要有节
制，尤其是对还未成年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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