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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卡、小马宝莉卡、叶罗丽卡……最近

一段时间，记者在省内多所小学周边采访

时发现，多种卡牌正在孩子们中间流行。这

些色彩斑斓、形象各异的卡牌，不仅是孩子

们的“掌中宝”，更是社交的“硬通货”。他们

为何对集卡乐此不疲？

孩子“掌中宝”

9 月 30 日，长沙市望城区长郡月亮岛二

小旁边，小学生佳佳拿着两张小马宝莉卡

高兴地回家。“我买了很多包卡，才抽出这

两张！”她说，她的同学也在集小马宝莉卡。

它有一种魔力，吸引人不停地买。

在长郡月亮岛二小附近的一家文具店，

记者看到，小马宝莉卡等卡牌被摆放在显眼

位置，价格为每包 2元至 50元不等，不断有女

孩子前来选购。卡片到手后，马上被拆包，经

查看并讨论稀有度后，有的卡被收藏起来，有

的卡则被随手丢掉。一个女孩说，这卡就是费

钱，为了抽到好卡，她已经花了100多块钱了。

在长沙一所小学读六年级的小杨喜欢

集叶罗丽卡，她书房的墙上、书桌上贴了很

多叶罗丽卡。小杨妈妈说，为了集卡，小杨

至少花了 1000 元，仍在不停地买。

男 孩 子 同 样 痴 迷 于 集 卡 ，令 他 们“ 上

头”的是由卷烟盒折叠制成的烟卡。“叔叔，

你可以把烟放在我的烟盒里吗？我想要你

这个烟盒做烟卡。”国庆假期，长沙市民张

先生在饭馆吃饭时，将烟盒放在桌上，有个

男孩子看到了，主动拿出一个空烟盒来换。

不同于小马宝莉卡的“拆”，玩烟卡主

要靠“拍”：玩家跪坐在地上，一人出一张烟

卡，经过猜拳，胜出者双手合拢，以空掌心

击拍地面，谁把烟卡翻了个面，谁便赢了。

“你没有烟卡，我们不跟你玩！”10 月 7 日晚，

长沙市润和又一城小区，3 个小男孩聚在一

起拍烟卡，其中一个高个子男孩对围观的

男孩说。这名男孩只好扫兴地走开。

集卡、抽卡、玩卡牌已从城市蔓延到乡

村。国庆假期，记者在涟源市湄江镇看到，

当地也有女孩子购买、收集小马宝莉卡。在

保靖县葫芦镇国茶村，记者看到几个男孩

子在民宿旁的垃圾箱捡拾被丢弃的烟盒，

然后凑在一起做烟卡、拍烟卡。

家长“心头刺”

当女孩子热烈讨论小马宝莉卡、叶罗

丽卡的稀有度，男孩子翻垃圾桶寻找烟盒

的时候，家长们的担忧也随之而来。

“孩子有集卡的兴趣无可厚非，但目前

市场上流行的卡牌容易让人产生瘾性刺激，

产生赌博心理，既浪费钱又影响学习，应引

起重视。”长沙市民刘女士说，她儿子所在的

学校有个二年级的学生就集卡上瘾了，几天

之内花了 800多块钱购买小马宝莉卡。

今年在长沙读六年级的小唐集卡一年

多了。“小马宝莉卡、叶罗丽卡都有，好卡都

被放进了集卡册。”小唐的妈妈说，因为集

卡，小唐在小区内结交了几个朋友，经常在

一起比卡、换卡，遇见线下换不到的卡，还

会到网上与他人进行交易，真让人担心。

至于烟卡，家长的担心就更多了。“我

儿子喜欢拍烟卡，他现在对香烟品牌的熟

悉程度远超过我。”长沙市吴女士说，烟卡

游戏是对香烟品牌的变相宣传，可能鼓动

好奇心强的学生尝试吸烟。吉首市民田女

士也发现，不少孩子在玩烟卡前会检查烟

卡上有没有胶水，会闻上面有没有明显的

烟味。同时，孩子们会根据香烟档次将烟卡

分为不同等级，谁拥有的卡多且稀有，谁就

有炫耀的资本，容易形成攀比心理。

合力解“瘾”忧

孩子为何对集卡乐此不疲？长沙理工

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龚勋副教授认

为，这背后，既有卡牌本身的魅力，也有成

长归属、社交因素的推动。

“一些卡牌不仅制作精美、玩法多样，

还附带收藏、升值等属性，因此容易吸引孩

子们。”龚勋说，中小学生正处于尝试建立

新身份的起步期，积攒卡牌可以成为表达

自我、建立新身份的一种方式。同时，孩子

们可以在卡牌社交中获得归属感，容易引

发从众效应。再加上一些商家的推波助澜，

自然激发了孩子们的收集热情。

龚 勋 表 示 ，若 孩 子 只 是 偶 尔 集 卡 、玩

卡，不必担心，但出现了影响学习、影响睡

眠，不愿参加体育运动甚至产生了不良价

值观等情况，则应及时做好干预、引导。

“有些卡牌更像盲盒，商家应依法规范

销售，不得引诱或放任孩子购买。”湖南海

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春光说，《盲盒经营行

为规范指引（试行）》第 23 条明确规定，盲盒

经营者不得向未满 8 周岁未成年人销售盲

盒。向 8 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

品，应当依法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

意。李春光说，卡牌“盲盒”经营者应当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未成年人沉迷，市场监管部

门也应加强巡查、监管。

同时，家长和学校应密切关注孩子们

的集卡行为，引导他们理性集卡。家长可以

与孩子一起制定合理的集卡计划，控制购

买数量和时间，学校则可以通过开展丰富

多彩的活动，引导已有沉迷倾向的孩子将

注意力转移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烟卡、小马宝莉卡、叶罗丽卡等卡牌受孩子追捧甚至成为社交“硬通货”——

孩子集卡成风,“瘾”忧何解？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振亚 田燕

近日，长沙市民彭女士向本报反映，银

双路与银盆南路交叉口早高峰时比较拥

堵，从银双路右转进入银盆南路的车辆难

以通行。记者就此事进行调查。

彭女士工作单位在河东，湘雅路隧道

开通后，开车会经银双路右转上银盆南路，

然后进隧道。但银双路上车流量比较大，还

常因行人和非机动车占道导致右转时间更

长。“这附近有两所学校，7 时 40 分左右送

孩子上学的家长较多，有些直接站在斑马

线上或者闯红灯通行。”彭女士介绍，自己

从家走到交叉口只要 15 分钟，开车到这却

用时更久。

9 月 26 日 7 时 40 分，记者来到银双路

与银盆南路交叉口，看到银双路西往东方

向车流量大，目测已排队到 500 米开外，车

子龟速前行。尽管路口左转和直行都是红

灯，仍有电动车越过停止线，停在机动车前

面。交叉口旁人流量也很大，银双路西往东

方向车辆右转需穿过两条人行斑马线才能

驶入银盆南路，不时有行人站到斑马线上

和闯红灯行为，导致车辆像“过桩”一样绕

着走。

为何此路段越来越堵？9 月 26 日，记者

联系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岳麓交警

大队。工作人员表示，随着湘雅路隧道开

通、岳华路上银双路至桐梓坡路路段北往

南单向通行改为南往北，大量车辆经银双

路、银盆南路走湘雅路隧道过河，车流量陡

增，加上该路口由西往东横过道路的电动

车及行人很多，由西往南右转弯的机动车

与直行的电动车、行人冲突，导致该处交通

压力增大，特别是上学高峰期，车行缓慢现

象更为明显。

对于十字路口交通拥堵情况，交警大

队此前已要求岳麓交警三中队在交叉口

增加一名警力疏导交通、一名交通劝导员

在路口西南侧进行文明劝导；加强路口周

边巡查，对于交通事故、抛锚车、违停车等

及时安排警力处置；进社区精准宣教，提

升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文明出行。该工

作人员还表示，为进一步缓解交通压力，

将持续组织警力对机动车随意变道、行人

闯红灯等行为进行常态化整治，并对交通

信号灯配时和标志标线进一步优化。交警

建议，机动车车主可选其他路线绕行，避

开拥堵路段；错峰出行，尽量与学生出行

时间段错开。

老师：

我女儿小麦今年读初二，初一时在班

里名列前茅，但自从她迷上动漫二次元，便

开始购买各种动漫和游戏的周边产品，成

绩下滑得厉害。女儿把所有的零花钱都花

在这上面，还编各种理由找我们要钱。女儿

的这个兴趣爱好变成家庭争吵的导火索，

而她却不以为然。我担心她玩物丧志，该怎

么办？

小麦妈妈

小麦妈妈：

孩子购买动漫和游戏周边产品已经严

重影响到了正常的学习，甚至伤害了亲子

关系。这样的情况不少，作为家长有责任有

义务帮助小孩处理好学习和爱好的关系。

以下是我的一些建议。

首先，我们要理解小麦。根据埃里克森

的心理发展理论，这一阶段的青少年正处

于角色混乱的时期，他们在寻找自我身份

的同时，也在尝试不同的角色和行为模式。

二次元文化和相关周边产品的收藏，是小

麦表达自我和建立新身份的一种方式。心

理学家马斯洛说，归属和爱的需求是人类

的基本需求之一。小麦喜欢二次元文化不

仅是“我”作为独立个体的开始，更是她获

得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途径之一。所以说，二

次元文化和游戏周边产品对小麦来说不仅

仅是商品。

其次，我们需要和孩子加强交流。一方

面倾听小麦对二次元文化的看法，了解她

为什么喜欢这些周边产品，理解周边产品

对她意味着什么，既表达您对她的爱好的

理解和尊重，同时说出您的担忧：耽误的学

习时间、退步的学习成绩以及花费的金钱，

获得她的理解和尊重。尽量避免指责和命

令的语气，而是以开放和合作的态度对话。

最后，我们需要和孩子一起设定规则与

界限。通过家庭会议或其他形式，召集全家

讨论“课业学习与二次元爱好对小麦成长发

展的重要性”这一问题并达成共识，最后和

小麦一起制定规则，比如每月购买周边产品

的预算，以及完成学业后才能享受的娱乐时

间等，分清主次，厘清边界，遵守规则。

在沟通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两个方

面的教育。一是金钱管理，帮助孩子理解金

钱的价值和合理使用的方法。二是价值观

的培养，引导孩子思考个人的长远目标和

价值观，以及如何通过兴趣来促进个人成

长，有助于她形成更全面的自我认同。另

外，与小孩沟通的效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

要用耐心、细致、包容的态度去引导，还可

以鼓励和陪同孩子积极参与其他有益的活

动，比如体育、音乐或公益活动，帮助其在

更多方面获得价值感和成就感，促进青春

期自我认同的发展。

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变化很快，作为家

长保持灵活和开放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通过理解和尊重、积极沟通和引导，我们可

以帮助孩子在享受兴趣的同时，也能保持

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更好地成长。

湖南省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团队：戴嘉

佳（湖南工商大学）、龚勋（长沙理工大学）

编辑同志：

长沙县大汉春和云境小区有 60 多户业主砸开厨房

外墙或卫生间外墙，违规私自搭建来延伸住宅空间。这

事谁来管管？

某业主

记者追踪：

10 月 8 日，记者从长沙县黄兴镇人民政府了解到，

前期镇政府相关部门对大汉春和云镜小区违规装修现

象上门核实，对存在违规装修的户主进行劝阻并下达

《违规装修整改通知单》，责令自行整改。9 月 20 日，黄

兴镇相关部门对大汉春和云境小区违规装修整改情况

再次进行检查，对于拒不整改的业主，已将相关情况移

交至长沙县行政执法局黄兴行政执法队处置。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方兴

小区业主私自搭建
已责令整改

编辑同志：

常德市桃源县茶庵铺镇七里冲村有一条 3.5 公里

泥巴路，位于沅陵县与桃源县交界处，一直没有硬化，

是什么原因？

一村民

记者追踪：

10 月 8 日，桃源县茶庵铺镇人民政府表示，该路段

属于茶庵铺镇七里冲村杉树垭至梨树垭道路，此前由

于缺少资金，一直未能硬化。今年，镇政府已申请到相

应资金，于 9 月 23 日正式开工。此道路现由村里负责路

基部分硬化，桃源县交通运输局负责路面部分硬化。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方兴

3.5公里未硬化村道
已开工

编辑同志：

长沙市岳麓区桃花岭村瓜瓢山大院子组有很多预

制板自建房，年代久远，刮风下雨时存在漏雨、瓦片掉

落情况，想请问这些自建房能否自行拆除重建？

—群众

记者追踪：

10 月 8 日，记者致电长沙市岳麓区岳麓街道办事

处，工作人员回复称，关于自建房原址拆除重建问题，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经权威鉴定机构（鉴定机构库内）

鉴定为 D 级的危房，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

的前提下，允许采取“四原”原则（原址、原面积、原高

度、原使用性质）拆除重建，具体情况可致电街道 0731-

88882818 进行了解。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龚雅丽

自建房能否
自行拆除重建

编辑同志：

常德市武陵区东城明珠小区门口那条马路，在洒

水车洒完水后路面很滑，经常有电动车在此摔倒。

—群众

记者追踪：

10 月 8 日，记者致电武陵区环卫局，工作人员回复

称，为避免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心将适当调整洒水

车相应作业模式和频次，减少对市民出行带来的不便。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龚雅丽

洒水后路面湿滑
存安全隐患

编辑同志：

我是长沙县湘龙街道荣盛城小区的业主，我们小

区的井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尤其是 13 栋前面的

井盖已完全破损，仅用防坠网拦着，存在很大的安全隐

患。希望有关部门帮我们及时处理。

一群众

记者追踪：

10 月 8 日，长沙县湘龙街道办事处回复称，接诉后

街道高度重视，立即进行了核实，确有井盖破损，但投

诉人所言的 13 栋还未交房，将督促开发企业、物业公司

逐步完善小区相关基础设施，为小区居民营造舒适、安

全的居住环境。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振亚

井盖破损存隐患
盼及时处理

随着新农村建设、乡村振

兴工作的深入推进，室外健身

器材在乡村地区越来越普及，

配备了健身器材的文体小广

场也成为不少行政村的“标

配”。这些健身器材，为村民营

造了良好的健身环境，让他们

有机会选择更加多样的体育

运动方式，也丰富了乡村的精

神文化生活。

然 而 ，近 日 笔 者 在 乡 村

地区走访发现，部分地方的

健身器材长期缺乏维护，“超

期服役”现象严重，有的器材

已锈迹斑斑，有的“缺胳膊少

腿”，有的则成了无法使用的

“铁疙瘩”。一些农村运动场

杂草丛生，篮球场被当成了

晾衣场、晒谷场。更令人担忧

的是，这些“病态”的健身器

材旁边，没有任何安全警示

标志，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这些情况的出现固然有

群众使用不当 、爱护不够等

原因，也与一些地方“重建轻

管”甚至“只建不管”分不开。

加强乡村体育基础设施

建设是促进乡村体育事业发

展、落实全民健身战略、建设

体 育 强 国 的 重 要 基 础 性 工

作 。如 果 健 身 器 材 沦 为“ 弃

材”，这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必将受到影响。

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杜绝这一现象。

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加大对乡村健身器

材的投入和维护力度，确保农民群众能够长

期、放心地使用这些器材。另一方面，要建立

健全长效管护制度，让管理形成闭环、监督不

留死角，确保健身器材和场地得到妥善管理。

同时，还要加强宣传和教育，积极引导农村居

民提升健身意识，提高对健身器材的爱护意

识和使用技能。

别让乡村健身器材沦为“弃材”，这不仅

是落实全民健身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对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支持。让我们共同努

力，为农村群众开展体育锻炼创造更好的条

件 ，让 更 多 人 想

健身、愿健身、能

健身！

别
让
乡
村
健
身
器
材
沦
为
﹃
弃
材
﹄

振
亚

这个路口右转为何越来越难
记者行动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钟佳琪

孩子爱好与学业该如何平衡谈心室

读者话题

漫画/傅汝萍

不吐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