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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在白瘦美主导的审美市场下，“外
貌焦虑”正肆意横行。

如今，“长得好看”“身材苗条”“会
化妆打扮”，越来越成为评判一个人的
重要外在指标。“以貌取人”这一原本
被批评的行为，却在隐形之中大行其
道；体重数字的增加，也在不知不觉中
成为一部分人的焦虑。

“外貌焦虑”，到底在焦虑什么？是
什么狭隘了美的外延，让本来美好的
事物戴上了焦虑的“紧箍咒”，且愈演
愈烈？我们又该如何应对？连日来，记
者通过与多位市民、专家对话，试图从
背后的故事中找寻出答案。

不断蔓延的焦虑

外貌焦虑正逐渐低龄化。
在青少年时期，同辈压力引起的

外貌焦虑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当
外貌与升学、前途联系到一起的时候，
这种焦虑无形之中会被放大，成为悬
在自身或者父母心中的一根刺。没人
能说得清，外貌焦虑是何时出现、以何
种速率不断往前推移的。

为了艺考，身高一米七的李静（化
名）从高一入学就开始减肥，希望外貌
成为艺考中的加分项。尽管在不少同
学眼里，李静的长相、身材足以在普通
人中脱颖而出，但她并不满意。“再瘦
一点才能更上镜。”李静称，近一年时
间，她从没踏入过学校食堂，一日三餐
吃的都是父母准备的减脂餐。

好身材可以通过自身努力达成，
但容貌的改变却需要外力的介入。于
是，整容便成了消解容貌焦虑的捷径。
为了让自己的鼻子变得更加小巧精
致，今年暑假，李静决定去整形医院进
行手术。她的选择，得到了父母的理解
和支持：“在舞蹈生的考试中，容貌虽
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但好的形象总
会让人眼前一亮，我们不能让孩子在
竞争中被容貌拉了后腿。”

“每年暑假都是青少年整形的高峰
期，有的是为升学做准备，有的则是盲目
跟风。有些孩子身体尚未发育完全，心理
素质很不稳定，对美的认知也过于片面
化，仓促整形日后可能会后悔万分。”市
中心医院医疗美容科主任罗燚介绍。

翻看当下的社交平台，各类所谓专
家和减肥博主的“专业讲解”“励志分享”

“测评打假”“避坑攻略”等层出不穷。一
种简单粗暴的心理暗示正随着各类网
络推文，推送给渴望变美的年轻人群：首
先，制造“外貌焦虑”，以“单一审美”推翻

“各美其美”，刺激消费；其次，将外貌不
佳与“低能”“懒惰”“贫穷”等负面评价因
素作不当关联；最后，以专业测评和自身
减肥经历、体验、好物分享等为内容，通
过各类植入广告和购物链接实现流量
变现，让不少网友趋之若鹜。

“广告宣传往往会夸大效果，弱化
可能会发生并发症的风险，导致许多求
美者对医美手术存在认知误区。”罗燚
称，对于先天缺陷且希望通过一些整形
项目得到改变、重拾自信的孩子，他通常
会给出合理的建议；但如果就诊者年龄
太小，却在社交软件的美颜滤镜或者医
美机构贩卖焦虑的驱动下试图通过医

美进行“容貌攀比”，他往往选择婉拒。

难以挣开的枷锁

当抛出“你对自己的外貌满意吗”这
样的问题时，没有多少年轻人能在这个

“新世纪难题”下自信地作出肯定回答。
对于深陷外貌焦虑的年轻人来

说，很多时候，他们的压力来自于外
界。不论是就业招聘、婚恋交友还是商
务往来，“颜值即正义，美貌即成功”的

“荒诞剧”不时上演，传递着“拥有姣好
面容和身材，就能享受社会资源和机
遇倾斜”的价值观。

随着人们对“完美外表”的追求，
“美”的门槛越来越高。直角肩、蝴蝶
背、A4腰、筷子腿……在“颜值经济”
的驱使下，不断有处在标准体重中的
女性把身体嵌进一套又一套的模具
里，在看不见的地方催吐、绝食、吃药。
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刘辉文就接
诊过这样的女孩：“她们来医院后，不
交代情况也不做任何检查，开口就问
医生能不能开自媒体平台上火爆的减
肥‘神药’。”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刘
辉文直言离谱又无奈：“我们通常会对
她们进行疏导，把药物的危害性讲清
楚，许多女孩这才发现自己上了当。”

1988年出生的刘香是一名形体老
师，身材匀称、体态轻盈、充满自信，5
年前，她却因身材焦虑患上了抑郁症。
刘香之前开了5家母婴店，因长时间缺
乏运动，身体逐渐肥胖。“那时候整夜
睡不着，身体出现异常，每日精神不
佳，无暇顾及事业，连丈夫也变得不爱
与自己结伴出行。”刘香称，为了改变，
她也试过很多“走捷径”的方法，最后
还是在形体练习中重新找回了自信。

传统观念里，外貌焦虑总是和女
性联系在一起，但男性在医美、护肤等
消费领域的异军突起，似乎也表明他
们并没有逃脱外貌焦虑的笼罩。

“女生一般不会喜欢太瘦弱的男
生。”这是陈天（化名）根据自己的亲身
经历得出的结论。身高一米七三的陈
天曾经的体重不到50公斤，上学期间，
虽然也经常听到“你太瘦了，是不是营
养不良啊”这样的声音，但由于没有实
际体会到过瘦带来的不利影响，陈天
并没有想过改变，觉得顺其自然就好。
工作几年后，家人催促陈天尽快成家。
然而在多次相亲中，女生都以太瘦为
由表达了拒绝，这让陈天的自尊心受
到了打击，自此也开始了增肌之旅。陈
天还记得第一次去健身房的时候，就
连简单的平板支撑都是在颤颤巍巍中
完成的。经过一年的健身，陈天增重到
了67公斤，身材和精神状态都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也顺利找到了女朋友。

自我期待的满足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分老少。如
今，“有钱有闲”的中老年人更加关注
自身的外貌和健康。

“相比于年轻人，中老年群体的整
形需求相对单一，年龄增长带来的皮
肤松弛、皱纹等问题，促使他们在除
皱、祛斑、紧肤等医美项目上愿意投入
更多资金。同时出于安全考虑，他们也更

倾向于选择公立医院的整形外科。”罗燚
称，没有了各种社会复杂因素的影响，中
老年人的整形，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满足。

“割了眼皮之后，视野开阔了好多，
生活也更加方便了。”由于年纪渐大，李
秀芬（化名）的眼皮支撑力一年不如一
年，总是耷拉着，平日里看东西只能用力
将眼皮上抬。起初，李秀芬对医美并不信
任，但近年来，眼看着身边越来越多的同
龄人通过打除皱针、祛斑变得年轻了起
来，她逐渐改变了对医美的看法。

肖慧娟（化名）是位女商人，经历
过有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在最珍贵
的青春年少时期，没有条件好好打扮。
人到中年后，生活渐渐富足，那些年轻
时隐藏的变美愿望，再次被翻找出来，
化为了改变的勇气。相比于身边很多
有整容想法却担心世俗评价、迟迟不
敢付出行动的朋友，肖慧娟显得果断
而坚定：“花自己的钱让自己变得漂
亮，我觉得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如
今的她，只想遵从内心满足自己。

今年55岁的李建诚是健身房的常
客。10多年前，他也遭遇过“中年发福”
的危机。“人到中年，缺乏锻炼，再加上
各种各样的应酬，身材自然而然就走样
了，一些疾病也就接着来了。”李建诚
称，经过一年的运动，身体各项指标均
有了较大程度改善。受“健友”的影响，
李建诚还把近二十年的烟瘾给戒了。看
着自己日渐缩小的啤酒肚，李建诚欣喜
不已：“医生都问我用了什么办法，我和
他说我有一剂良药，就是健身。”

如何拨云见日

爱美是人的天性，通过减肥来追求
美本无可厚非，但如果将身材看得过于
重要，一味“以瘦为美”，甚至将瘦与自
我价值画上“等号”，很容易走上极端。

“很多时候，人们想要尽力消除的
部分，恰恰是身体本身用来保护自身
机能的生理结构。人的身体部位，不是
为拍照‘出片’体态而生的。定义某一
种体态的标准，也不应该是它符不符
合各种关于美的标准，而在于它能否
帮助人更好地完成动作，使身体更加
强壮和健康。”心理专家付师南称：“外
貌焦虑背后隐藏的，往往并不是单纯
对外貌的焦虑，而是我们对自身的一
种不接纳。大量优势形象的冲击加上
单一化的社会审美标准，人们容易对
自己的外形感到不满意，进而产生焦
虑情绪。如果对自己的形象过度关注，
对他人的评价过分在意，总想让别人
喜欢和接纳自己，那么，即便当下外貌
姣好，未来依旧有被挑刺的风险。”

美不应该是被定义的。“出厂设
置”不同，长相、身材自然也不同。“每
个人都有闪光点和小缺陷，与其活在
焦虑中难以自拔，倒不如保持步调，建
立稳定的精神内核，不断通过实践历
练提升自信，从内心深处绽放出永不
凋零的花。”付师南说。

如何做美的“智者”？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易蓝 李秀霞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人大
司法监督工作实效，维护司法公平，提高司法公信，促进司法公正，根
据《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4年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
实施方案》的规定，市人大常委会“两官”履职评议领导小组已于
2024年5月22日随机确定市中级人民法院12名法官、市人民检察院
9名检察官作为履职评议对象。现将名单公示如下：

廖高飞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三级高级法官
蔡明清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三级高级法官
谭晓飞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三级高级法官
肖丽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三级高级法官
彭莎娜 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四级高级法官
毛海玲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第一庭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申 杰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黄 毅 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李 霞 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刘子腾 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第一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
贺显平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四级高级法官
王彦懿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杨尊永 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四级高级检察官
王生寨 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
李文兵 市人民检察院驻监狱检察室四级高级检察官
刘 科 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
许雁军 市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
付 俊 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四级高级检察官
覃娟平 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一级检察官
曾武军 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一级检察官
张 颖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二级检察官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21名同志依法履行岗位职责情况提

出意见、建议。
受理时间：2024年5月27日至8月27日
受理单位：邵阳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联系电话：0739—5322305 电子邮箱：386765@qq.com

邵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4年5月27日

邵阳市人大常委会2024年

法官、检察官履职评议对象名单公示

5 月 24 日，邵阳市邮政分公
司举办财务团队素质提升大赛，
进一步深化财务人才队伍建设，
激发财务人员的专业潜能，提高
整体业务水平。

此次大赛内容涵盖会计实
务、邮政企业会计制度及会计
核算办法、经济法、税法、财务
管理等多个领域，全面考察参
赛选手的专业知识和实际操作

能力。
近年来，市邮政分公司不断

通过以赛促学的方式，优化和完
善财务管理体系，系列各项财务
指标均达到了预期目标。在资金
管理、降本增效、资产盘活方面，
该公司财务部门通过精细化管理
和不断创新，为企业节约了大量
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

（邓朝霞 李文 朱卫平）

市邮政分公司举办财务素质提升赛

5 月 20 日，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湖南局六三三处与双清
区人武部联合开展应急救援预
案演练。

当前邵阳市进入主汛期，部
分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和强对流
天气，各类事故灾害易发多发。面
对严峻形势，为确保抢险救灾物
资随时拉得出、用得上、起作用，
双方协商联合开展一次应急救援
预案演练，以期不断完善应急预

案，达到“演为练、练为战、战为
安”的目的。此次预案演练围绕应
急救灾物资突击出库发运、应急救
灾帐篷搭建、现场急救等项目展
开。双方人员配合默契、快速有
序，既练指挥、又练协同，进一步增
强了跨部门联动能力，达到了预案
演练的目的。 （刘波 唐学）

联合演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易蓝
通讯员 曹武能 何建） 5 月 21
日，家住双清区建设路社区锦程家
园的刘先生来到市自来水公司营销
分公司，将一面印有“诚心用心为民
服务 专心专注排忧解难”字样的
锦旗赠送给“水网格”员彭凯，感谢
其细致入微的服务，及时解决了自
家用水难题。

几天前，彭凯在日常工作中，敏
锐地发现刘先生家的水表水量异常
增加。经过仔细排查，确定是用户
表后出现漏水问题后，彭凯立即与
刘先生取得联系。由于刘先生夫妇
年事已高，儿女又不在身边，面对突
发漏水问题，夫妇二人显得不知所
措。彭凯二话不说，热心排查，迅速

帮助刘先生夫妇解决了问题，恢复
了正常用水。

自组建“水网格”员队伍以来，
市自来水公司营销分公司始终秉持

“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
加强内部管理，注重提升网格员的
个人素质和技能水平。“水网格”员
在各个社区、小区中亮明身份，为用
户提供点对点的服务，成为用户的

“用水顾问”，确保用户的用水需求
得到及时响应和满足。

截至目前，“水网格”员已加入
295 个社区微信群和 224 个小区物
业群中，他们及时发布用水信息，并
为特殊用户提供上门服务。2023
年，“水网格”员共为47人次提供服
务，极大地提升了用户的用水体验。

市自来水公司

服务到家 满意到心

5 月 24 日上午，北塔
区2024年新团员集中离队
入团示范仪式举行。来自
该区状元中学、芙蓉学校、
茶元头中学、陈家桥中学
以及古峰职业学校的90名
在校新团员在满满的仪式
感中，庄严离队入团，踏上
新的成长旅程。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邓熠民 禹赛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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