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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是否真实？女孩是否
为情所困流浪了八年？现在是
否已经回家？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彰加
派出所教导员唐刚，是前往深圳
将女孩接回家的人员之一。唐
刚告诉记者，视频中的女孩是仁
寿人唐某，今年不到30岁，她于
2015年外出务工与家人失去联
系，2022年9月，唐某联系上家
人，家人给她转了1000元过去，
之后又杳无音讯了。唐刚表示，
这八年来，唐某并非网友所称一
直在荒山野岭流浪，精神也是正
常的。

唐刚分析，唐某至今尚未成
家，可能是多年外出务工没挣到
钱，还花了家里不少钱，前不久
没了工作无颜回家，所以才有了
所谓的“流浪”一说，时间也估计
不长。唐刚表示，不管是什么原
因，对于这个失散家庭来说，团
圆就是最好的结局，社会上诸多
好心人面对唐某伸出了温暖之
手，让唐某得以平安回家，这比
什么都重要。

唐刚绍，3月16日，彰加派

出所接到“让爱回家”公益机构
的电话称，在广东省深圳市一深
山里发现一名女子在流浪，通过
当地多方力量的协助，核实到该
名女子系彰加镇人唐某，请求派
出所联系该名女子的父母前往
东莞接回。

接到电话后，彰加派出所高
度重视，立即开展大量走访，民
警一边向唐某的父母及村干部
了解情况，一边联系东莞警方迅
速查实。

唐某父母思女心切、焦急
万分，但又担忧到东莞人生地
不熟，害怕上当受骗。为了保
障辖区群众的人身安全，避免
再次受到伤害，3月18日，彰加
派出所民警陪同唐某父母千里
奔赴东莞，经过不懈努力，终于
找到唐某。3月 19 日，民警将
唐某及其父母安全护送到彰加
家中。

3月20日，唐某父母将一面
印有“出警及时，保驾护航”的锦
旗送到了派出所，对民警远赴广
东接回其女儿表示感谢。

（成都商报）

除了个人发展，生活方式和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密切相关，调查
从睡眠、压力源和无聊三个方面进行
了评估。

睡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显示，睡
眠质量较好的学生的抑郁和焦虑得
分均显著低于睡眠质量较差的大学
生，且抑郁和焦虑风险也较低。“很多
大学生频繁熬夜晚起，睡眠系统紊
乱，这不利于心理健康。”陈祉妍建议
大学生，要追寻健康的生活方式。

睡眠不好怎么办？陈祉妍表示，
睡眠状况受到身体和心理等多方面
因素的影响，想要缓解失眠，我们首
先要识别睡眠问题的成因。如果是
出于心理原因，例如因焦虑而失眠，
那么“在白天把该做的事做了，把该
理清的思路理清了”，晚上会更容易
入睡。

评估生活方式的另一维度“无
聊”指的是“由于知觉到生活无意义
而产生的负性情绪体验”。数据表
明，大学生的无聊得分与抑郁和焦虑
风险呈正相关关系。

爬山怕累，去海滩怕晒，逛展览
觉得看不懂，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做，
哀叹生活无趣，这是00后女孩吴雨
的日常。事情的转变发生在半年前，

她的父亲买回了一台相机，原本只是
想记录日常，却意外成为她发现世界
的窗口。透过小小的取景器，她感受
到色彩变幻，体会到定格瞬间的幸
福。为了拍出更多好照片，她开始研
究光影、构图，甚至自学了电脑修图，
一个似乎对所有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的女孩，变得对最日常的事物也充满
期待，力图透过镜头发现被隐藏的
美。

“无聊和人生的意义感有关，一
个人找到的人生意义越多，越不容易
感到无聊和空虚。”陈祉妍强调，大中
小学心理健康一体化工作很重要。

“就像‘社交’不是上大学才开始学的
一样，很多大学生找不到人生方向，
很可能是因为他在小学、初中、高中
阶段，对自我的探索不够。”她说，学
校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都要给予包
括人际交往、情绪调控、自我认识等
各方面的支持，这不只是高校的工
作，而是整个学校体系要做的事。

陈祉妍建议将保护孩子心理健
康的关口前移，自孩子小时候开始，
家长就要进行一定引导。“如果学生
已经上大学，希望家长对心理健康工
作予以更多的配合和支持。”她说。

（中国青年报）

女孩感情受挫流落荒山八年？
警方：未流浪八年，已安全接回家

近日，一段题为
“四川女孩，感情受挫，
流落在荒山野岭，家人
找她八年，志愿者帮
她”的视频在网上流
传。视频发出后，牵动
了许多网友的心，但也
有许多网友提出疑问：
女孩是否因为感情受
挫流浪？是否流落在
荒山野岭八年？警方
表示，已经把女孩送回
了家，她也并非在外流
浪了八年。

网友发布视频中的字幕显
示：“深圳宝安区一座山顶上，住
着一个漂亮美丽的女孩。”

镜头里，一名20多岁、面容
清秀、身材姣好的女孩躺在铺于
上山小路的毯子上，小路一旁就
是悬崖，面对志愿者的提醒和劝
说，这名女孩称自己在流浪。

很快，视频里显示，几名男女
欲带走这名女孩，但这名女孩反
抗强烈，拿起木棒左右挥舞，不断
呼喊“放开、放开”。

此时，一名女子称：“我们都
是好心人，在帮你的，你说你一个
女孩在山上流浪，这样多危险。”
之后，众人将其抬上车，视频字幕
显示，“志愿者根据家属的指示，
将其带到工作室，保护起来。”来
到工作室后，女孩情绪逐渐稳定。

视频显示，3月19日，女孩家
人和当地公安来到这里，最开始，
这名女孩还是很抗拒，用被子捂

住脸，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下，女
孩和家人带着食物和水踏上回家
之路。

“她说天天睡在桥洞下面，没
东西就去山上睡，去垃圾桶里捡
垃圾吃，8年没联系上家人了。”
视频中，一名男子称，“这样的一
个结局很温暖，我们被骂、被打也
值得了。”

这名女孩为何流浪？视频中
给出分析称，可能为情所困。视
频发出后，牵动了许多网友的心，
许多网友纷纷给出疑问：女孩全
身上下比较干净，不像是在荒山
野岭流浪了八年的人？八年没遇
到过坏人吗？是否精神上受到刺
激了？

也有网友分析，应该是和家
里八年没联系，最近受挫，才出来
流浪几天而已。“她身上干净，还
有口红，比较讲究。”

网传视频

女孩感情受挫流落荒山？

警方证实

在众人帮助下女孩安全回家

女孩躺在路上。（视频截图）

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出炉

升学成最大风险因素
近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我国第三本

心理健康蓝皮书。书中公布的《2022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涵盖
对山东、河北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8万名15至26岁的大学生的调查。

报告显示，升学问题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以前高考一结
束，学生就感觉自己通过了‘鲤鱼跃龙门’中最难的关口。现在这个关口向后
移，即便到了大学阶段，学生对未来依然会感到明显的压力。”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教授陈祉妍是调研的设计者之一，她认为，当代大学生对于未来发展的
压力出现后置。

从总体来看，我国大学生心理
健康总体状况良好，对生活的满意
度较高。但大学生的生涯规划、生
活方式等方面仍存在问题，亟待加
强关注。

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对生活
“基本满意”及以上的人占比为
74.10%。对现状的满足没有成为大
学生的定心丸，对未来的担忧仍时
时牵动他们的神经。有50.44%的大
学生有读研打算，且打算读研学生
的焦虑风险显著高于没有读研打算
的学生。与此同时，大学生的主要
压力源“学业负担重”“想念家人”和

“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工作”中，两
项都和个人生涯规划有关。

金融专业的张尔尔为了获得更
多的项目经验，从大二起便开始实
习，甚至有一段时间两份实习并
行。“我也不希望这样，太累了。特
别是同时参加两份实习时，我每天
只有工作，完全没有个人生活。”不
过，张尔尔觉得只有这样才安心。
陈祉妍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在快节
奏的社会变化中，选择变多，人生的

不确定性增加，所以大学生对人生
的定位更为困难。

不同学校、户口和学段的大学生
之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有显著差异。
城镇户口的大学生抑郁和焦虑风险
均显著高于农村户口，重点院校的学
生抑郁焦虑风险也比非重点院校的
大学生更高；本科生的抑郁和焦虑风
险显著高于专科生。这些差异并非
2022年独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于2021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
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中的数
据显示，大专生在抑郁水平、焦虑水
平、睡眠质量、自评心理健康状况等
方面的心理健康状况都好于本科
生。陈祉妍表示，这也许和学生对未
来的期望以及比较对象有关，“如果
学生总和比自己发展更好的人相比，
他对自己的满意度可能会较低”。

适度的焦虑情绪有利于备考和
学习，但是如果学生出现过度焦虑
的情况，需及时干预。陈祉妍建议
大学生，要尽早地去认识自我，找到
期望的发展方向，同时进行深入了
解，观察自己与行业的匹配度。

焦虑生涯规划

自我探索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