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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生态转型部长蓬皮利近日宣
布，法国将自2022年起禁止10岁以下
儿童所用玩具中使用蓝光，原因是这种
类型的光线会加剧儿童近视并影响其睡
眠质量。该规定是法国日前宣布的第四
个国家环境和健康计划的一部分，是为
保护青少年视力推出的一项新举措。

法国从婴幼儿时期开始对儿童视力
进行筛查。按照法国医保系统的要求，孩
子出生后的第一周要进行视力评估，以
判断是否存在器质性病变；满9个月和
两周岁时，婴幼儿需再次接受视力检查，

以判断是否存在眼球震颤或斜视等，避
免对视力发育造成影响。

乔治·蓬皮杜欧洲医院儿童眼科医
生克里斯托弗·奥索德介绍说，自小学开
始，学校会定期开设健康教育课程、普及
护眼知识。例如，在强烈光线下，佩戴太
阳眼镜有助于减轻强光对眼部的刺激；
可以通过加强体育锻炼等方式预防近视
等。同时，医院普遍要求青少年至少每年
检查一次视力，发现近视眼就要尽快配
镜矫正视力、科学延缓近视进展，相关费
用绝大部分由法国医保系统承担。在近

视筛查和预防过程中，医院或家庭医生
会为孩子们建立视力健康档案，从而对
其视力进行动态监测，以更好地对相关
问题进行预判。

面对学生近视比例不断上升的现
状，法国学校与有关机构积极研究对策。
比如，一些学校要求食堂平衡水果、蔬菜
和含有脂肪酸鱼类的食物比例，以提供
维持正常眼部功能所需的大量营养元
素；还有一些学校通过为课堂和图书馆
引入天然光线的方式，营造更加明亮的
阅读环境，预防学生近视发生。

日本庆应大学一个研究小组不久前
对东京1416名中小学生进行了视力调
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689名小学生
和 727 名中学生中，分别有 76.5%和
94.9%是近视患者，其中 72 人是高度
近视。

日本青少年近视率大幅上升引起了
各界关注。“近视不可逆。一旦发生近视，
眼轴即眼球前后径变长，所有干预措施
都不可能使眼轴变短、彻底治好近视。”

庆应大学眼科教授坪田一男指出，科学
实验证明，波长在360到400纳米之间
的紫色光可以抑制眼轴长度增长。这种
光在室外环境中很充分，而在室内通常
很少。因此，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如果
每天能保证两到三个小时的室外活动，
即使是在背阴处或者阴天，也能在很大
程度上帮助预防近视。

由眼科医生组成的日本近视研究会
积极推广“学童预防近视七项目”，内容
包括保证室外活动时间、注意读写姿势、
减少并科学使用智能设备、定期进行视
力检查、建议每用眼1小时要休息5至
10分钟等。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近日播
放专题节目，呼吁人们重视近视问题，在
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用眼习惯。一些日
本中小学校配备了可以根据孩子身高调

节高度的课桌椅，有助于孩子养成正确
的坐姿保护视力。

日本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创新做法。
神奈川县大和市教育委员会从今年4月
开始，在市立28所中小学的470个班级
设置“视力检查表”，让学生们利用休息
时间自行检查并记录结果，每月至少一
次，以掌握视力情况；教师定期检查记录
并及时与家长沟通。学校图书馆需配备
5本有关保护视力训练方法的书籍，让
学生自主学习。

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眼科医生五十
岚多惠认为，对于青少年来说，减少持
续看近处的时间、尽可能地到室外活
动，可以有效预防近视。这需要老师和
家长及时督促，帮助青少年形成自觉、
养成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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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政府日前正
式通过《国家自行车交通
计划 3.0》，旨在进一步推
动自行车交通有序发展。
德国联邦交通部长朔伊尔
表示，2020 年，受疫情影
响，德国人使用自行车的
频次快速增长。

《国家自行车交通计
划 3.0》对德国 2030 年前
的自行车交通发展制定了
具体规划，包括在全国范
围，特别是乡村地区建立
更多更完善的自行车道路
网；在大城市之间修建多
条自行车快速路，在城市
运输和经济领域增加载货
自行车的使用，建设更多
自行车停车设施；进一步
塑造和完善自行车文化，
提高自行车和公共交通方
式的结合度；在进行道路

规划时明确将自行车和汽
车的行驶路线分开等。

目前，德国自行车保
有量约为 7800 万辆，约
80%的家庭拥有至少1辆
自行车，30%的家庭拥有3
辆或以上自行车。德国自
行车产业联盟的数据显
示，2020年德国自行车销
量同比增长约17%，突破
500 万辆，销售额达 64.4
亿欧元。无论是用于通勤
还是业余休闲，自行车出
行在德国越来越成为一种
趋势。

根据计划，到2030年
德国人均每年骑行次数将
从 2017 年的 120 次提高
到180次，平均距离从3.7
公里增加到 6公里。如果
达成这一目标，每年可减
少300万至400万吨二氧
化碳排放，对德国实现环
境 政 策 目 标 具 有 重 要
意义。

为实现该计划，德国
各级政府在自行车交通领
域的财政支持额度必须达
到人均每年30欧元，比此
前的计划翻了一番。朔伊
尔表示，仅在 2023 年前，
德国联邦层面就将为此拨
款14.6 亿欧元。德国联邦
和各州交通部门已达成一
致，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对
机动车道路交通各项违章
行为的处罚力度，其中，在
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上违章
停车的最高罚款额度将由
35欧元提升至110欧元。

德国自行车俱乐部认
为，该计划明确了德国自
行车交通发展目标，希望
政府尽早付诸实施。俱乐
部副主席彼得斯表示，无
论是自行车交通网还是自
行车快速通道的建设，都
需要抓紧落实。

（《人民日报》花放）

老挝总理呼吁为儿童
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新华社万象6月1日电（记者
章建华）老挝政府总理潘坎5月31
日发表“六一”国际儿童节献辞，呼
吁社会各界携手为老挝儿童的成
长创造有利条件和机会，努力为他
们创造光明未来，充分开发他们的
成长潜力，以培养国家所需的高质
量人才。

潘坎呼吁老挝社会各界关注妨
碍儿童成长的挑战，主要包括营养
不良、学前和义务教育入学率低、滥
用社交媒体和毒品威胁，以及偏远
地区一直存在的妨害儿童成长的迷
信思想和行为。潘坎说，老挝人民革
命党、各国家机构、各级社会组织和
各族人民应该携手应对、克服这些
挑战。

潘坎表示，老挝党和政府一直
十分重视儿童的成长与保护，重视
预防和解决针对儿童的暴力，一直
积极履行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
权利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

潘坎同时呼吁社会各界和学
生们注意调整生活方式，适应新冠
疫情新常态，并严格遵守疫情防控
政策。

尼日利亚炎热潮湿
的雨季刚开始不久，在
拉各斯市北郊埃贝达区
一块红土空地上，拳击
教练塔伊沃·阿德格拜
特正在指导几十名学员
进行日常训练。

苏丹·阿德科亚快
步跑进训练场，迟到的
他看了一眼教练，飞快
放下背包，在场地旁边
独自慢跑热身。

热身结束后，阿德
科亚熟练地给两只手缠
好绷带，戴上拳套，默默
地站到阿德格拜特身
旁。得到教练点头示意
后，男孩快步走到其他
学员当中。

阿德格拜特对自己
的得意门生不吝赞美之
词。他对笔者说，今年12
岁的阿德科亚有令人羡
慕的天赋，他 5 岁开始
学拳，迄今参加过60多
场业余比赛，无一落败。2016年，
阿德科亚在拉各斯参加世界拳击
理事会组织的一项拳击比赛，在连
续击败数名对手后，获得世界拳击
理事会的冠军腰带。

阿德科亚还是一名“网红”。去
年以来，他的一些训练和比赛短视
频在社交媒体平台获得广泛关注。
尼日利亚青年和体育发展部长森
迪·戴尔多次在他的个人推特账户
转发阿德科亚的视频，并称赞他是

“闪光的金子”。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他。他的

表现真的很棒。”阿德格拜特说。这
位30多岁的前职业拳手对阿德科
亚的未来很有信心，他认为男孩不
仅有天赋，还十分努力。

刚上中学的阿德科亚每天放
学后都会跟随教练训练两三个小
时，周末全天训练，有时去参加一
些当地有关机构组织的比赛。

“我喜欢拳击，未来想成为职
业拳击运动员。”阿德科亚说。他告
诉笔者，他的偶像是尼日利亚裔英
国重量级拳击运动员安东尼·乔舒
亚和美国拳击名将弗洛伊德·梅韦
瑟。他平常还喜欢看成龙、李连杰
等功夫明星主演的中国功夫电影。

阿德科亚的父亲托辛·阿德科
亚非常支持儿子的选择。他自豪地
向笔者展示儿子这些年赢得的奖
杯、奖牌和证书，当然还有那条他
们视若珍宝的世界拳击理事会冠
军腰带。

这位40岁的汽车修理工说，
希望儿子能够获得支持，在拳击这
条路上走下去。

阿德格拜特说，拳击在尼日利
亚是比较受欢迎的运动，尼日利亚
近年也出现过国际或地区知名的
职业拳击运动员。不过，目前这项
运动获得的扶持力度仍然很小，许
多像他们这样的“草根”拳击训练
班没有经费、没有固定训练场地，
也缺乏训练设备。

阿德格拜特在社交媒体平台
积极上传阿德科亚和其他学员训
练和比赛的视频，期待人们的关注
有一天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支持。

（新华社郭骏）

得益于数月来一系列新冠防疫
措施见效，特别是疫苗普及面日益扩
大，世界多地，特别是欧洲部分国家
正逐步解除防疫封锁或计划放松管
控。与此同时，不少国家的新冠防控
风险尚未显著降低，对某些隐患需保
持警惕。

解封迈步

防控保驾

5月以来，德国、法国、意大利、
匈牙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欧洲
多国以及新西兰、以色列等国家，在
解封方面逐步加大力度。美国、加拿
大、拉脱维亚等国则研究或草拟解封
时间表。

在解封力度较大的国家中，新西
兰的社会生活已基本正常化。该国政
府卫生部门仅强制要求民众在乘坐
飞机、渡轮等无法保证社交距离的公
共交通工具时戴口罩；自4月19日
以来，新西兰相继开通与澳大利亚、
库克群岛和纽埃的人员免隔离相互
往来。以色列已结束全国范围“封
城”，取消民众在户外须戴口罩的强
制规定，完成疫苗接种者可出入影剧
院和餐饮场所。

但更多国家正“走一步看三步”
地渐进解封。例如近半年来意大利的
防疫宵禁时间是每日22时至次日5
时，5月19日起该宵禁起始时间推迟
到23时，预计6月7日后这一起始时
间会改为每晚零时。法国从5月3日
起分4个阶段逐步解封，预计6月30
日进入解封最后阶段，届时将解除宵
禁，文体公共场所全面开放。

这些国家之所以迈出解封步伐，
是因为此前采取的严防措施效果显
著，例如新西兰近3个月未出现社区

传播病例；5月1日以色列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13例，为该国近一年来这
一数据的最低值。

疫苗接种

助力解封

在创造了解封条件的各项防控
措施中，新冠疫苗接种的作用至关
重要。

据相关国家卫生部门消息，以色
列、加拿大的首剂新冠疫苗接种者占
本国人口比例相对较高，分别约为
58.3%和 54%。匈牙利、美国、德国、
法国的该数据迄今分别为约50%、
50.1%、41.5%和36%。

据悉，匈牙利除经由欧盟渠道采
购疫苗外，还从中国和俄罗斯大量购
进疫苗，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到货速
度快，为匈牙利加快疫苗接种进程作
出重要贡献。在塞尔维亚，超过
45.3%的成年人已至少接种一剂新
冠疫苗；在该国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首
剂接种者当中，接种中国国药新冠疫
苗的人数最多，占比约为59%。

一些配套措施也推动了疫苗接
种的进程。例如以色列卫生部为接种
两剂疫苗者发放“绿色护照”，只有持
该证件者才能进入餐饮店室内区域
和影剧院等文化艺术场所。本月起，
罗马尼亚部分城市民众在周末凭身
份证件，无需预约便可去接种点打疫
苗。从今年2月开始，新西兰政府对
其边境机构和隔离设施的工作人员
实行“不接种就下岗”的强制令。

隐患未消

切忌快进

尽管解封或计划放松管控反映

出一些国家卫生部门遏制新冠疫情
的信心，但专家提醒这些国家在防疫
方面仍要高度重视各种危险或隐患。

例如虽然美国部分州正计划解
除“居家令”，但该国最近一周平均日
增新冠确诊和死亡病例仍分别约为
2.2万例、430例。在防控形势较好的
罗马尼亚，其5月以来的平均日增新
冠确诊病例仍有700多例，本月有3
天日增死亡病例过百。

新西兰总人口约500万，但截至
26日只有约19万人完成两剂新冠疫
苗接种。5月以来，罗马尼亚的疫苗
接种速度明显放缓，最近一周日均接
种首剂疫苗者不足2.5万人。

德国知名病毒学家德罗斯滕日
前呼吁各方对进一步解封持谨慎态
度。他表示，减少接触的措施对防控
新冠有效，过快撤销管控有风险，“可
能适得其反”。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公共卫生学
者莱文认为，新冠病毒变异、接种者
免疫力随时间推移减弱、边境开放、
少年儿童未接种疫苗等多重因素，使
实现群体免疫仍存在较大变数。

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该国疫情较
重各州的公共卫生专家普遍认为，在
进一步解封和重启过程中，需继续提
高病毒检测量，对新冠感染者的密切
接触者做好追踪，推进新冠疗法及疫
苗研发；尽管目前疫情有所好转，但
民众不可放松警惕，仍要有耐心；现
在完全摘掉口罩去音乐厅等活动场
所为时尚早，需谨慎、清醒评估恢复
公共场所活动的风险；政府和企业需
保证安全防控措施的连贯性，以防疫
情随各地解封卷土重来。

（新华社 栾海 郭磊 尚昊 李洁
陈晨 张毅荣 李保东 袁亮 谭晶晶 石
中玉林惠芬郭群）

多国着力防控
助推解封但风险犹存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呼吁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通过常规检查做到早预防、早护理、
早治疗，可有效避免眼部疾患。当前，一些国家正综合采取各种举措，加强未成年人近视防控。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视力报告》显示，目前全球近视人数约26亿，其中19岁以下近视
人数达3.12亿。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近年来不断上升，并且在未来几十年内还将继续大幅增长。报
告分析，现代社会人们长时间待在室内从事大量“近距离工作”，导致全球近视人群数量呈增长
趋势。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将眼科保健纳入国家卫生计划和基本卫生保健服务是每个国
家实现全民健康覆盖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显示，英国13岁到 16岁需要
戴眼镜的青少年人数在过去7年内翻了
一番。他们每周看电视、打游戏、玩手机
的时间超过26个小时，对身体和视力健
康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现在孩子们的作业越来越多，高度
依赖互联网查找资料、获取信息，我很担
心这会影响他们的视力。”艾米丽·凯特
是居住在英国德比郡的一位单身母亲，
她年仅10岁的女儿4年前拥有了第一
部手机，现在每天机不离身。

专家指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不
能单靠个人、家庭和医院，政府、学校、社
会各方面都应参与，形成一个多系统、立
体化的防治体系，长期坚持才能见效。权
威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指出，全社
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如何改善教育
实践，以便在追求教学成果的同时减少
对视力的负面影响。

英国国民保健署提出，家长是帮助
未成年人保护视力的主要责任人。该机
构为家长列出一份近视迹象清单，提醒
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出现相关症状，需及
时到医院或眼科诊所进行视力检查。学
校老师也有义务在发现孩子出现这些迹
象后及时和家长沟通。

为引导儿童和青少年科学使用电子
产品，英国专家提出了两个视力保护规
则。“20—20—20”规则强调观看时间：
每隔20分钟眼睛离开电子屏幕，并向20
英尺（1英尺约合0.3米）远的目标注视
至少20秒。这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放松眼
部和身体肌肉，降低罹患“数码视觉疲劳
症”的风险。“1—2—10”规则强调观看
距离，即使用手机、电脑和电视时，眼睛
离屏幕的距离分别应是1英尺、2英尺和
10英尺，有助于孩子的眼睛正确聚焦。

目前，除了医院和诊所，英国街头的
药店和眼镜店也都为16岁以下未成年
人提供免费视力检查服务，相关费用由
英国国民保健署承担。95%的学校出台
规定，限制学生在校使用手机。一些学校
为了减少学生对手机的依赖，提供更为
丰富的课外游戏活动，也促进了孩子间
的社交互动。

（《人民日报》刘玲玲 刘军国 许立
群颜欢）

增
加
专
用
车
道

强
化
骑
行
安
全

德
国
力
促
自
行
车
交
通
发
展

及早筛查 全程关注

协同配合 形成合力

加强锻炼 合理用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