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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it Times佛 光佛 光佛 光 菜根譚 一花一木都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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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甲辰年五月初六

沒力氣哭 8 5萬葉門童餓死

地    區 氣溫℃  天氣 

台  北 26～34 午後暫雨

桃  園 25～33 晴時多雲

新  竹 26～32 晴時多雲

台  中 26～32 陰時暫雨

南  投 25～31 陰時暫雨

嘉  義 26～32 多雲暫雨

台  南 27～31 多雲暫雨

高  雄 27～32 多雲暫雨

花  蓮 26～30 多雲暫雨

台  東 26～33 多雲時晴

今日天氣

世界天氣
地區 氣溫○C 地區 氣溫○C

東京 20~28 香港 28~30
曼谷 27~29 福州 25~27
雪梨 9~19 昆明 17~26
洛杉磯 15~19 武漢 23~32
紐約 16~23 上海 21~27
里約 19~29 南京 22~28
日內瓦 10~18 西安 25~37
倫敦 8~17 青島 21~26
羅馬 17~26 北京 22~36
約堡 5~14 瀋陽 20~34

【本報台北訊】衛福部調查發現，2013～2016
年，國內18歲男性身高平均值為173.3公分，2017
～2020年則為172.1公分，變矮1.2公分；女性同期
的平均身高，反而增加0.5公分，達162.1公分。醫
師表示，家長對孩子發育相當焦慮，肥胖已是影
響兒童發育的重要因素之一。

兒科醫學會理事彭純芝表示，近幾年醫界討論
，兒童身高發育影響因子是否與環境荷爾蒙有關
，目前未有定論，但可以確定的是，兒童長期攝
取高熱量飲食等不良飲食習慣，加上熬夜等生活
作息改變，常使用3C產品、不運動，造成肥胖率
逐年增加，進而影響身體生長激素分泌，可見兒
童肥胖問題迫在眉睫。

開業皮膚科醫師周宛儀表示，近年兒童早熟發
生率明顯上升，多受到環境荷爾蒙、營養過剩、
肥胖、生活壓力等因素影響，是性早熟最明確成

因，門診曾有名6歲胖男孩，因兒童痤瘡就醫，
經骨齡檢驗，結果竟已是11歲，此為性早熟狀況
，生長板恐怕提早密合，導致生長發育受影響。

台灣兒科醫學會理事長李宏昌說，女孩8～10
歲、男孩10～11歲，正是荷爾蒙分泌生長激素的
預備期，家長應開始注意，除為孩子補充鈣質，
還要增加維生素D、維生素K2，以幫助生長。彭
純芝指出，兒童長高需有充足睡眠，並攝取足夠
維生素C，減少高熱量油炸食物，透過運動促進
維生素D與鈣質轉換，才能順利生長。

國健署社區健康組研究員陳麗娟說，教育部統
計，每3名兒童就有一位體重過重或肥胖，今年1
月也公布新法《營養及健康飲食促進法》，將依
法訂出校園營養基準、監測標準進行研究，以利
後續營養推動。

另依國健署國民營養健康調查發現，台灣18

歲女性身高於2013～2016年平均值為160.7公分，
2017～2020年平均身高長高至162.1公分，與男性
情況大相逕庭。

李宏昌表示，女性近幾年身高確實有愈來愈高
的趨勢，主要原因是來自運動，過往女孩子被教
導要文靜，家長多鼓勵從事室內活動而非戶外運
動，但隨著性別刻板印象逐漸減少，許多家長也
鼓勵女兒多運動，當女性開始運動、營養均衡後
，身高便開始愈來愈高。

許多家長求好心切，希望讓孩子「高人一等」
，包括服用轉骨藥方、打生長激素、進行「斷骨
」增高手術等。

不過，專家表示，臨床最常見家長購買大量轉
骨藥材供孩子服用，卻未先由中醫師確認該藥材
是否合適孩子的體質，服用初期或許有良好成效
，後續卻可能導致生長板閉鎖，無法繼續長高。

孩童肥胖影響發育  台男性身高縮水 1.2 公分

【本報綜合外電報導】印度西孟加拉邦有名
教師迪普．納亞克（Deep Nayak）出身自貧窮
的小村莊Nandigaon，因經濟條件不足，他的4
個姐姐不得不輟學工作。

長大後，納亞克發現，小孩無法受教育的
情況並沒有改善，尤其疫情期間，家庭失去經
濟來源、學校關閉等，導致情況更加嚴重。
因此，2023年，他發想「街頭教室」（Raster 
Master），把牆壁當黑板，免費開課教學，不
只教小孩，也讓他們的父母、祖父母一起來學
習，納亞克的座右銘是：「有牆的地方就有路
。」

獨創3G教學  全家一起讀書

納亞克分享，小時候，家中經濟全靠父親支
撐，不只得養育5個小孩，還有祖父母，他讀
書的時候，從來沒有穿過新衣服、拿過新書本
，且因家裡沒有電力，他每天凌晨3時就起床
讀書，晚上靠街上的路燈學習；升上八年級時
，他的姐妹離開學校去當幫傭，納亞克能繼續

完成學業，並在2010年成為小學老師。
當上老師後，納亞克發現，許多孩子都跟他

一樣，面臨是否能繼續讀書的壓力，不忍見到
這些孩子跟他的姐妹們一樣被迫輟學，他決定
開始行動。一開始，納亞克自掏腰包買書、文
具等，給學校中的弱勢孩童，隨著需要幫助的
孩子愈來愈多，他知道這不是長遠之計，所以
開始「街頭教室」計畫。

納亞克把村裡的土牆改造成黑板，除了教授
語言，還讓孩子學3C、看顯微鏡等，並發起獨
創的「3G」（3 Generation）教學模式，意指學
生不限於兒少，孩子的父母、祖父母等3代也
可以來上課。納亞克表示，希望藉此減少失學
率，縮小性別差距、擴大婦女權力。

根據統計，出身貧困的印度孩童，最多只會
讀到15～16歲，男的開始工作，女生不是嫁人
就是當幫傭。

納亞克分指出，有些父母不願讓孩子上學，
但3G有助防止這種情況發生，當長輩學會認字
、寫出自己的名字後，他們會明白自己曾錯過
什麼，也會了解教育的重要性。

孩子出村追夢 還能回鄉分享

街頭教室從賈穆里亞開始，逐漸擴展到西孟
加拉邦、賈坎德邦等地區，並擴展成150人的
團隊。在團隊的努力下，孩子開始做夢，規畫
要去哪裡攻讀學位，讓迪亞克非常自豪，他說
：「以前，孩子只有當勞工或結婚才會出村，
現在，他們可以自由地夢想。」

因他還是學校教師，迪亞克只能利用放學或
假日到街頭授課。他認為，這是零投資、高報
酬的計畫，把街道改造成教室，只要花100盧
比（約新台幣38元），卻可彌補城鄉落差；此
外，他還時常購買食品，為兒童補充營養。

基本上，印度還是重男輕女，為了讓更多小
女孩能讀書，迪亞克會請人來演講，尤其是在
出身自村莊的小孩，當長輩看見從小看到大的
孩子變成工程師、醫師，會樂於讓子女上學。
迪亞克表示，他想把街頭教室擴展到全世界， 
「我不想讓任何人經歷跟我姐妹一樣的情況，
我將確保每個女孩、男孩都能接受教育」。

印度街頭教室 幫弱勢童找出路

⬅�᎘܃�
ৰəࢮැഁ܀

ႧԊe�$ഃdɰ

ᜫ˼ٙࡁ˨͎ɓ

ৎኪ୦f

� ྡ／՟Іၣ༩

⬆ኪࣧ׳ኪܝdॶԭд�̸��ึՑ
᎘બሙf

➡ॶԭд�̛��ක፬�᎘܃�
dҎૐᔟϤಯˇʃ̰ٙ܀ኪଟf

� ྡ／՟Іၣ༩

⬇ৰəኪdॶԭд�ʕ�੬І໐
̍൯ᇴ؈ഃۜdഁ܀މ̂ᐄቮf

� ྡ／՟І9!%FFQ�/BSBZBO�/BZBL

新聞提要

2焦點
飯店營收銳減 

貸款頻展延

3綜合
營養午餐廚餘多 

台北市1年3座101

4國際／兩岸
歐洲議會向右傾 

馬克宏解散國會

教師納亞克把土牆改成黑板  免費授課  除了教語言  還讓孩子學3C、看顯微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