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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科学 文/图

本报讯 毕业时，你从学校获得的
纪念品是什么？毕业纪念册还是一枚
纪念徽章？最近，河南城建学院为今年
5000多名毕业生特别定制的礼物——
一枚刻有姓名、学号的装在学士帽戒盒
内的戒指火爆全网，被人民日报、新华
日报、中国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微博视
频转发，一度冲上微博热搜第 43 位。
网友竞相羡慕：“别人家的学校！”

“5月20日那天，收到学校为我们
准备的这份毕业礼物，特别惊喜。”5月
25日上午，在河南城建学院，土木与交
通工程学院大四学生刘书恒向记者展
示了自己这枚独一无二的戒指（如
图）。在这个学士帽外形的包装盒内，
是一枚制作精美的银色戒指，戒指外圈
镌刻着河南城建学院的校训“厚德唯
实 博学慎思”，内侧刻着刘书恒的名字
和他的学号。

“学校非常用心，戒指特别具有纪
念意义。”刘书恒说，收到毕业礼物后，
同学们都激动地在微博、朋友圈和抖音

“秀”了一把，“感谢学校为我们每位毕
业生准备的独一无二的爱”。

随着同学拍的小视频被多家媒体

转发，这款毕业戒指很快登上了微博热
搜榜。“别人家的学校”“心动了”“有温
度的学校”“好用心啊，真的值得珍藏一
辈子”……来自天津、浙江、安徽、江西
等地的网友均表示羡慕；更有本校毕业
生感叹“毕业早了啊”“强烈建议给16届
校友补出来”。

“学校一直有给毕业生定制纪念品
的传统。”河南城建学院学生事务综合
服务中心副主任温啸野说，早些年，学
校给毕业生发放纪念册，但随着信息化
时代的到来，纪念册功能减弱，“所以我
们就考虑改良一下，把纪念册换成纪念
品”。近几年来，每届毕业生都会收到
不同的礼物，2019年是定制的刻有校训
和每位学生姓名、学号的小黄铜尺；
2020年是水晶印章。“需要综合考虑易
保存、易运输、发放便捷等因素，又要具
备一定的意义。”

今年，学校为毕业生定制的戒指碰
巧在“520”前夕运到，当天便以学院为
单位发放。由于需要一一核对，5000
多枚戒指用了两天时间才发完。温啸
野表示，今后的毕业礼物仍会继续创
新，让学生们看到后就能产生爱校情
怀，“希望孩子们能记得母校，以学校为
荣；学校也会以他们为荣。”

咱家门口的高校成为
令人艳羡的“别人家的学校”
河南城建学院今年为毕业生定制的学士帽盒毕业戒指火上热搜

下水道堵塞污水横流

微友“17.”留言：市区建东小区
25 号楼楼下一下水道堵塞，污水横
流，异味刺鼻，附近居民不敢开窗通
风。望有关部门处理一下。

垃圾成堆无人清理

微友“左文右武”留言：市六中
家属院垃圾成堆，无人清理，已经好
几天了。

公交车不到小区门口

微友“无所谓”留言：我是长江
路蓝欣家园小区住户，这两天 31路

公交车不到小区门口，孩子们上学
很不方便，不知是什么原因。

本报热线工作人员与市公交热
线联系，一工作人员回复：“因长江
路修路，31 路公交车无法通行到小
区门口，附近居民可以到市区开源
路胡杨楼公交站点乘坐。”

水压小生活不便

市民杨先生来电：市区体育路
与矿工路交叉口东南角凯撒小区 4
楼以上的水压很小，居民生活不便。

本报热线工作人员与市自来水
公司客服联系，605号接线员回复：

“我们已接到市民反映的情况，已安
排相关人员进行排查与维修。”

（本报热线办）

□记者 牛超

本报讯 5月24日，市城管局执
法四大队对主城五区燃气经营企业
（站点）和部分餐饮店进行了燃气安
全督导检查。

“这根液化气瓶软管太长了，而
且还不是防爆管，很危险。”当天，在
市区建设路西段一手撕藤椒鸡店
内，市城管局执法四大队执法人员
对该店负责人说。

当天，该大队共检查了 5 家液
化气站、3家车用加气站和 15家餐
饮店。个别餐饮店存在液化气瓶软
管过长且不是防爆管的现象。该大

队向餐饮店所属的区城管局下发了
执法建议书，并限期整改。

此外，该大队还联合各区城管
局对之前检查出的问题进行了“回
头看”，除高新区个别餐饮店院内
有过期钢瓶外，其余问题均整改到
位。

据市城管局执法四大队负责人
介绍，本次检查主要是督导此前检
查中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以
及对本次新发现的问题提出执法建
议，特别是对过期钢瓶的查处和不
规范使用液化气钢瓶的情况，他们
将继续进行督导，提高用户安全使
用燃气的意识。

城管部门开展燃气安全督导检查

城市留言板城市留言板 4940000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12 年寒窗苦读，终于踏
进了大学校门，不料却出现了心理、
精神问题。近年来，大学生自杀事
件频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引发
社会高度关注。5 月 25 日是全国大
学生心理健康日，市第六人民医院
（市精神病医院）精神一科主任张进
周在接受采访时说，其实不少大学生
心理问题的出现可以追溯到高中时
期。

大一女生小丽（化名）是张进周的
一位病人。2021年高考前夕，当时正
上高三的小丽由于压力过大，出现了
焦虑、烦躁、多疑、注意力不集中等心
理症状，她对噪声特别敏感，甚至出现
幻觉，听到有人在骂她，为此还与同学
发生冲突。小丽不得不停学，家长带
她到市六院求治。心理干预加药物治
疗一段时间后，她的症状得以缓解，顺
利参加了高考。由于一直用药，小丽
的病情控制得不错。可前段时间她停
了药，之前的症状又出现了。小丽被
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恢复用药后，目前
症状已得到缓解。

小红（化名）是一名大二女生，在
新乡一所大学就读。小红来自单亲家
庭，对自己要求很高，学习成绩一直不
错。进入高中后，随着学习压力的增
大，她开始出现心理问题，情绪常常

失控，强迫症的症状渐显。到高三
时，她一进入学校就会觉得老师、同
学都在盯着自己看，有时会在课堂上
突然大声尖叫。家人带她到医院求
治，心理干预加药物治疗一段时间
后，她顺利参加了高考。进入大学
后，小红一直坚持药物治疗，情绪控制
得还不错。

张进周说，进入大学之后，学习环
境和社交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
别是大学的交际圈改变了，人际关系
比高中时复杂得多，一些性格孤僻的
学生难以适应周围环境的改变。再加
上谈恋爱、择业、考研等因素，易导致
大学生出现焦虑、紧张不安、睡眠障碍
等心理问题。而一些大学生出现心
理、精神问题，其苗头或症状实际上从
高中时期就出现了。因此，在高中时
期，学生和家长都不要给自己或孩子
太大压力，做到一张一弛。在学习之
余，高中生可做一些运动或娱乐来放
松心情，调节情绪。

张进周提醒说，到了大学后，学生
要作息规律，保证充足睡眠，营养均
衡，培养兴趣爱好，适当运动，学会自
我调节，控制情绪。“如果意识到自己
的心理出现了问题，不要讳疾忌医，
应及时向心理医生寻求帮助。如果
老师或家人发现学生的行为举止出
现了异常，也要规劝或带领学生及时
就医。”

5月25日是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
心理专家提醒：

大学生的心理问题
不少从高中就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