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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犬“撒野”
网格员接走安顿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周圆
通讯员/刘洵） 流浪狗不仅噪声扰民，还

容易伤人，存在安全隐患。近日，石峰区

铜塘湾街道丁山社区的网格员刘洵上户

时接到香博堡小区 7栋的居民反映：香博

堡小区与都市兰亭小区中间的铁路沿线

有一块居民的自留地，这里每天传出狗

叫声，特别是晚上，狗叫个不停，吵得人

无法入睡，希望网格员能帮忙解决。

当日下午，刘洵与社区民警陈三梅

来到现场核实情况。果然发现有 3 条流

浪狗不停地对着人狂叫，时不时追赶行

人，影响居民出行安全。通过询问居住

在附近的居民，确认这里的 3条狗均为无

主的流浪狗后，刘洵联系市动物保护协

会。第二日，刘洵便同社区民警与专业

抓捕收容流浪狗的工作人员共同协作，

把 3条流浪狗带走了，还小区居民一个宁

静的环境。

报假警吓唬男友
坑完警察坑自己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
华 通讯员/魏天宇） 3 月 18 日，市公安

局芦淞分局向媒体通报称，已处置一起

报假警案件，当事人潘女士已被依法给

予行政处罚。

此前，潘女士向建宁派出所报警称，

自己在芦淞区徐家桥步行街被人绑架

了，但具体地址和情况不详。接警后，民

警立即驱车赶往现场，同时电话联系报

警人，但对方一直拒接电话。到达现场

后，民警并未找到报警人，也未找到任何

异常情况。

民警将现场情况向上级汇报后，便

以徐家桥步行街为中心，对周边地段扩

线查找。通过多方努力，民警发现潘女

士坐上了一辆摩托车，并无被人胁迫和

绑架迹象，遂断定为虚假报警。

经过连续 3个多小时的巡逻走访，民

警终于在沿港巷附近小区，其男友邹某

某家中找了安然无恙的报警人潘女士。

据了解，潘女士与男友邹某某发生

争吵。为了吓唬男友，她故意拨打 110 报

警电话，谎称其被人绑架。报完警后，还

故意不接民警电话，导致 20 余名警力四

处搜寻。经查，潘女士对自己谎报警情

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民警提醒，110 报警电话是群众求助

的生命线，恶意报假警不但占用和浪费

警力资源，还严重扰乱公安机关的正常

工作秩序。对恶意拨打 110、报假警等浪

费警务资源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追

究、绝不姑息。

省内排名：株洲“有钱人”数量排第五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唐剑华） 3 月 19 日，胡润研究院发

布《2023 胡润财富报告》，这是胡润

研究院连续第 15年发布《胡润财富

报告》，报告揭示了目前中国财富

家庭数量、地域分布情况以及人群

画像，其中 600 万元资产“富裕家

庭”北京最多；就湖南而言，600 万

元资产“富裕家庭”长沙最多，有

1.8万户，株洲有 4400户。

截至 2023 年 1 月 1 日，中国拥

有 600万人民币资产的“富裕家庭”

数量已经达到 514 万户，比上年减

少 0.8%，减少 4.1 万户。从城市来

看，中国富裕家庭分布依然保持

‘3+2+2’的城市群格局——前三大

为北京、上海和香港，接着是深圳

和广州，然后到杭州和宁波。最集

中的前 30个城市，占全国富裕家庭

总数的 67%，去年是 68%。记者注

意到，报告中湖南排名前五的城市

是长沙、岳阳、常德、衡阳、株洲。

拥有 600 万人民币资产的“富

裕家庭”数量长沙为 18000户、岳阳

5700 户 、常 德 5200 户 、衡 阳 4900

户、株洲 4400 户。拥有 600 万人民

币可投资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

为 1600户，拥有千万人民币资产的

“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1700户，拥

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

值家庭”数量达到 800户，拥有亿元

人民币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

量达到 100 户，拥有亿元人民币可

投资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

达到 60 户，拥有 3000 万美元的“国

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60 户，

其中拥有 3000 万美元可投资资产

的“国际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

35户。

报告还显示，北京依然是拥有

最多 600万元资产“富裕家庭”的地

区，有 73 万户；广东第二，600 万元

资产“富裕家庭”达 70.1 万户；上海

第三，600 万元资产“富裕家庭”为

62.6万户。

“我玩这个快一年了，赚了几

百块吧。”昨日，记者采访石峰区的

赵女士时，她这样说，“最初就是有

朋友说看视频可以挣钱，闲着也是

闲着，我就玩了起来。”

不停地刷，为了赚几块钱？

赵女士随手拿起手机，打开抖

音极速版，给记者演示了起来。记

者看到，主页面上有写着“赚钱”两

字的图案。点进去就是赚钱任务

列表，其中就有看视频得大奖，“每

个视频开始前都会显示看完能领

取多少，如果太少了我就不看了。”

她告诉记者，自己手机上共安

装了抖音极速版和快手极速版两个

软件，平时也是一起玩。据了解，近

一年的时间，最多时一天能赚 3 元

钱，抖音每满30元、快手每满10元，

她都会把钱提到绑定的银行卡内。

但当记者问起她每天会花费多长时

间时，她并没有清晰的时间观念，

“反正白天在家就是干这个了。”

刷视频，为的是打发时间

赵女士今年 75 岁，育有一女，

“女儿很孝顺，我们家的水电、煤

气、手机费用都包了，而且还雇了

钟点工来打扫卫生。”

她告诉记者，女儿在国外定居

了，早些年，她和老伴在那里生活

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年，我和老

伴去了十几个国家。”

前两年，因为身体原因，她和

老伴回到株洲，由于老邻居所剩无

几，再加上身体大不如前，她每天

就只能待在家里。“在家闲着也是

闲着，手机响着也不影响干别的

事，还能挣几块钱。”她说，“不过，

这就是个乐趣，并不是为了挣钱。”

赵女士告诉记者，对于自己的

这个“爱好”，女儿并不支持。“前段

时间女儿回来，说我‘有这个时间，

干点啥不好’。”

玩手机，可能得不偿失

老人刷手机视频，无可厚非，

但如果深陷其中，可能就会得不

偿失。

除了时间成本，流量其实也是

成本。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父亲

的手机是和他的绑在一起的，月初

没几天，流量就用了 10个 G。

“老爷子除了睡觉，几乎都在刷

视频，而且不会捣鼓，经常使用流

量，手机流量费不低啊。”张先生说，

如果靠耍手机“赚钱”那可能倒亏。

市中心医院彭医生说，老年人

沉溺在手机中，可能造成诸多不利

健康的因素，对眼睛的伤害是其

次，更多的是会造成神经衰弱，影

响睡眠。

灿烂的她 10：40 11：40 12：50 13：50 15：00 16：00

17：10 18：10 19：20 20：20 21：30 22：30

周处除三害 11：05 13：35 14：30 16：05 18：35

19：35 21：05 22：05

被我弄丢的你 10：20 11：35 12：25 14：15 15：20

16：20 18：25 19：15 20：30 22：35

第二十条 13：40 17：00 20：00 22：35

沙丘2 10：00 11：15 16：15 21：20

红毯先生 13：00 17：30

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
五楼（株洲书城对面）

订票热线：28106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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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耍手机，最多一天挣3块
提醒：老年人沉迷手机有伤身体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罗小玲

3000元错转他人 民警帮其追回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姜恕生） 近日，辖

区群众匡先生将一面锦旗送到市

公安局荷塘分局巡警大队，感谢民

警帮其追回错付的 3000元。

此前，合泰大街的匡先生给顾

客转账时意外出错，导致将 3000元

转给了一名陌生人。发现自己搞

错后，他立即电话联系对方，被对

方怀疑是诈骗电话直接拉黑。无

奈之下，匡先生拨打 110求助，希望

民警帮助追回转错的钱款。

巡警大队民警龙建湘、辅警文

亚鹏接到处警指令后，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处理。民警一边安抚匡先

生情绪，一边电话联系对方。起

初，对方也怀疑民警是骗子，拒绝

沟通。民警一边为对方的反诈意

识点赞，一边向 110 指挥中心反馈

情况。随后，110 指挥中心与对方

及其所在地河南警方进行三方通

话，终于让对方放下疑心、解开误

会。当天，对方就将 3000元转回给

报警人匡先生。

明明只挣两三块，每天还是不

停地刷。 手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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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问答】
围绕睡眠有关话题，记者

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如果你也

有这样的疑惑，不妨来看看。

睡得越久越好吗？

并 非 如 此 。 如 果 睡 眠 时

间过长，反而不利于身体的健

康。睡眠时间过长，会引起头

脑些许昏沉、不适的症状，反

而会影响白天的学习和工作

状态，并且时间长了，还容易

导致生物钟紊乱，出现晚上睡

眠差的情况。

如何健康睡眠？

健 康 睡 眠 不 仅 仅 是 指 睡

眠时间的长短，更是指睡眠的

质量和效果。

要建立规律的睡眠时间，

每天尽量在同一时间入睡和

起 床 ，帮 助 调 整 身 体 的 睡 眠

节律。

同时，创造良好的睡眠环

境，如确保卧室安静、黑暗、凉

爽，使用舒适的床上用品，减

少噪音和光线的干扰。

睡 前 要 避 免 进 行 紧 张 刺

激的活动，尝试进行深呼吸、

冥 想 、瑜 伽 等 放 松 身 心 的

活动。

要 避 免 兴 奋 性 物 质 。 晚

上避免饮用含咖啡因的饮料，

如咖啡、茶、可乐等。

另外，学会管理和减轻压

力，通过运动、冥想、艺术创作等

方式，缓解压力，提高睡眠质量。

平时熬夜，能在周
末“补”回来吗？

周 末 补 觉 很 难 弥 补 熬 夜

带来的健康问题，因为无规律

的睡眠会影响你正常的进食

时间和生物钟。

所以，大家最好是在固定

的时间起床、睡觉，即使周末，

也不要刻意去补充睡眠。只

有作息规律了，才能有效预防

报复性熬夜，保持身体健康。

刷剧、玩游戏、直播……

你是否正在被手机拖入熬夜的深渊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今天是 3月 21日，是世界睡眠日，最近《中
国睡眠研究报告 2024》（以下简称《报告》）发
布。《报告》指出，在数字化时代，手机成瘾是影响
睡眠质量重要因素，互联网数字化相关职业睡眠
问题突出。

据了解，《报告》基于“智能时代的睡眠健康”

的主题，全面分析了数字化时代对于大众睡眠质

量的深度影响，针对手机成瘾、网络使用对睡眠

的影响以及公众对智能睡眠产品和服务需求等

进行了专题深度解读。

《报告》显示，2023年，63.7%的被调查者在 22

至 24时上床睡觉，71.2%的被调査者在 6至 8时起

床，48.2%的被调査者能在半小时左右入睡；每晚

平均睡眠时长为 7.37±1.35小时。

《报告》认为，手机成瘾是影响睡眠质量的重

要因素。调查者通过对睡眠质量、手机成瘾及其

各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可以发现：睡眠质量与手机

成瘾及其 4 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睡眠质量

的 7 个维度与手机成瘾及其 4 个维度均呈显著正

相关关系。因此，提高睡眠质量，需要降低居民

的手机成瘾程度。

大众睡眠指数持续降低1

手机提示，屏幕每天使用时长超过12小时。 记者/戴凛 摄

“没事就刷手机视频，根本停不下来。”

家住荷塘区 72 岁的老李没想到，自己也会

成为一名严重的“手机依赖症”患者。她

说，由于近年来一直独自生活，平时晚上看

看电视，最多也就是晚间 10 点钟上床。但

最近两年开始关注手机短视频，虽然上床

时间更早了，但是真正睡觉的时间都是零

点过后了。

“短剧看得太过瘾了，根本不舍得睡

觉。”“80 后”钟女士表示，最近半年已经完

全“困”在了各种视频短剧里。每天晚上陪

着孩子忙完学习，再自己洗漱上床差不多

就是 11 点了，再接下来就是刷剧的美好时

光。由于很多短剧看了十来集就要收费，

于是不停切换短剧、寻找网络资源，基本要

凌晨 1点之后才依依不舍放下手机。

除开短视频在“收割”手机用户的睡眠

时间，还有一群游戏迷也难以逃脱手机的

“魔掌”。

手游爱好者胡先生说，“赢一把就睡

觉”是很多在晚上打游戏的玩家经常挂在

嘴边的口头禅。对于他们来说，每个夜晚

的小目标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赢一把就睡

觉。然而，他们的目标越是简单，实现起来

越是困难。五连败、十连败、N 连败……越

是想赢，己方匹配到的队友就越“菜”，对面

的玩家也就越强。不知不觉当中，时间就

已经一点点流逝了。拿个首胜，对于深夜

里的游戏玩家们来说，实在是一个遥不可

及的梦想。

《报告》同时对互联网数

字工作者的睡眠状况进行分

析，发现涉入互联网程度越深

的职业，睡眠时长越短，低互

联网涉入职业群体的睡眠时

长显著长于其他组，高互联网

涉入职业群体的睡眠时长显

著短于其他组。

“ 一 般 凌 晨 2 点 才 下 班 ，

睡觉时间那就更晚了。”何女

士是一名手机网上直播从业

者 ，曾 经 是 芦 淞 市 场 的 服 装

销售，但随着市场转型，她和

不 少 同 行 转 型 直 播 带 货 ，主

要工作时间也由白天变成了

晚 上 。 何 女 士 说 ，每 天 直 播

工作要持续到凌晨 1 点，然后

再 和 同 事 、主 要 负 责 人 复 盘

当 天 晚 上 的 表 现 ，总 结 问 题

和 不 足 。 这 样 一 来 ，下 班 时

间 就 很 晚 了 ，睡 觉 就 更 晚

了 。 但 好 在 不 用 起 早 床 ，可

以利用上午“补觉”也就没有

那么疲劳。

株洲伢子小李，在浙江从

事手游直播工作。他表示，后

半夜手游爱好者们依旧活跃，

所以为了配合这个群体，自己

工作时间也会很晚，有时甚至

工作到早晨 7点。

刷剧根本停不下来2 3 直播一族的熬夜生活

尽管大家都知晓熬夜对身体的危

害，但其中一些人却声称，这叫“释放

压力”。

“熬夜刷剧其实是释放压力的方式，

尽管每天会有些疲惫，但觉得能让自己忘

掉很多烦恼。”钟女士离异多年，一直单身

带娃。她无奈地说，每天早晨 7点半先要

送娃去上学，然后自己再去公司。下班回

家又要接娃，再准备和孩子的晚餐。然后

到了晚上又要陪孩子一起学习，所以一天

大部分时间并不属于自己。唯有这睡觉

前的短暂时光，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因

此尽管知道熬夜对身体不好，但还是难以

改变这样的生活方式。

“虽然自己不能去钓，但看着别人钓

鱼感觉也很解压。”网友“淬火”说，有时

候也不是说这些手机视频多好看，但反

正就是觉得很解压。比如看夜间钓鱼、

捉泥鳅，感觉可以什么事都不用想，感

觉少了很多烦恼。

手游爱好者胡先生也有类似的感

受，他说，固执地“赢一把才睡”，其实就

是想把一天的烦恼忘掉，然后带着胜利

的喜悦安然入睡。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琪说，在很多年轻

人看来，熬夜是安抚自己焦虑情绪、压力的最好

方式。还有的认为，优秀的创意灵感都来自于

夜晚，认为夜晚的工作效率比较高。有了这些

看起来“名正言顺”的借口，于是他们就放任自

己，从偶尔晚睡转变为长期、长时间的熬夜行

为。尤其是当手机等电子产品逐渐成为他们的

重要依赖后，越发变得缺乏节制。这种长期熬

夜行为究其根本其实是一种心理的“上瘾症”。

刘琪补充说，不管生活多么无奈，事实证

明，这样“报复性熬夜”只会加剧焦虑，影响工作

效率，让人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尤其是长时

间注视手机，还会伤害视力。因此熬夜一族们，

必须要有改变，保持 24 小时“收支平衡”，停止

熬夜。

多位心脑血管专家也指出，熬夜会导致血

压升高，或者引起血压波动大，特别是对高血压

患者影响更大，可能会引发脑出血等突发事

件。同时，好的睡眠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熬夜

会造成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患病，比如感冒

等。另外，夜间睡眠是肝脏的修复时间，如果经

常熬夜，容易导致肝脏的修复受影响，损伤肝细

胞，当肝脏受损，也会影响到全身健康。因此，

相比“解压”，熬夜可能更伤身体。

5 专家说：
相比“解压”，熬夜更伤身体

4 网友说：
熬夜是为了释放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