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惕
管线风险

近期，一些地方发生
燃气安全事件，引发公众
关注。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安
全管理工作委员会发布的

《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
（2024年·上半年报告）》显
示，今年上半年共发生天然
气事故86起，共造成11人
死亡、50 人受伤，其中管
网事故达6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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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精选】

点热评热热

网络“烂梗”会给青少年带来哪些影响？日
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341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显示，69%的受访者
担心网络“烂梗”泛滥影响青少年“好好说话”，
乱用词汇和养成不文明的语言习惯被认为是主
要的影响。让青少年远离网络“烂梗”侵扰，
68.1%受访者建议加强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帮
助青少年正确对待网络文化。

如今，互联网成为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重
要工具。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上
升至 1.96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增长到
97.3%。然而，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帮助孩
子们学习知识、开阔眼界的同时，也衍生出一些
副作用，“黑话烂梗”带来的影响就是其中之一。

“栓Q”“夺笋啊”“鸡你太美”……靠着“病
毒”般的传播能力，这些粗俗的词汇“入侵”校
园，在孩子们之间口口相传，甚至出现在试卷和
作文里，已然影响到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以及身
心健康。青少年正处于知识积累和三观形成的
关键时期，“黑话烂梗”就如同“精神鸦片”，会降

低他们对语言文字的审美标准。此外，一些带
有暴力、极端性质的词汇，还会构成不良的价值
导向，使辨识能力不足的青少年模糊是非边界。

前不久，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印发通知，重
点整治歪曲音、形、义，编造网络黑话烂梗，滥用
隐晦表达等突出问题。保护未成年人远离“烂
梗”侵蚀，有关部门应让监管长出“牙齿”，加强
对不良内容的系统治理，完善惩戒机制，为未成
年人营造风清气朗的网络环境。信息传播需要
载体，互联网平台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
是要担起社会责任，加强内容审核，及时封禁制
造低俗恶搞词汇的创作者，避免成为孕育“烂
梗”的温床。

互联网时代，信息洪流扑面而来，学校和家
庭也要做好网络素养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
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引导他们欣赏语言文
字之美，学会使用文明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
点。家长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引
起警惕，及时纠正不恰当的玩梗行为，帮助孩子
健康上网。

近年来，一些企业采取“租用”残疾人证的
形式规避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导致残疾人

“假就业”现象愈演愈烈。来自重庆市巫溪县
的郑某因为交通事故失去了右手。伤愈后，他
打过几份工，但都不长久。后经朋友介绍，将
残疾人证挂靠在一家企业，每个月可以领取600
元生活费。

然而，像郑某这样挂靠残疾人证的情况并
非个例。挂靠、“租用”残疾人证，看似不用上班
就能领钱、缴社保，实则是企业偷逃税费和残疾
人就业保障金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挤压了残
疾人真实的就业机会和空间。

溪暮晚晚：一些企业为了一己私利，钻善政
的空子，通过“租用”残疾人证的手段，实现虚假
招人用工，在形式上完成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任
务，进而换取残保金的减免，逃避缴纳残保金的
义务，严重侵犯了残疾人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
上挤压了残疾人真实的正常的就业机会和空间。

旷于：完善法规和强化监管确实是关键，只
有这样才能让残保金制度真正发挥作用，而不
是被钻空子。

兰天：加大就业扶持和技能培训太重要了，
残疾人有了能力，企业也会更愿意招聘，是双赢
之举。

山海归期：国家推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
度，意在激励用人单位积极为残疾人拓展就业
岗位，促进残疾人就业。但在制度施行的过程
中，用人单位录用残疾员工的积极性不高。

沐清风：希望相关部门能尽快行动起来，无
论是堵还是疏，都得落到实处，别让政策只停留
在纸上。

泡芙糖：企业无障碍设施建设也不能忽视，
这能从硬件上为残疾人就业创造条件，期待更
多适残岗位出现。

据人民网

护眼建议
入冬以来，医院眼科急诊经常会遇到一批特

殊的患者。他们的眼睛出现疼痛难忍、泪水不
断、睁眼困难等症状。当医生询问病情时，多数
患者都有近期滑雪的经历，且未佩戴防护镜。

专家提示，这可能是患上了电光性眼炎，也就
是常说的“雪盲症”。建议在滑雪时一定要佩戴好
防护镜，保护好眼睛，避免电光性眼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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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村落更有“烟火气”
孙璇

别让网络“烂梗”影响青少年“好好说话”
张西流

古树婆娑，溪水潺潺，老街蜿蜒，一座座形
式各异的土楼建筑里上演着传统文化节目……
在福建南靖县官洋村，旖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
民俗文化、现代的休闲业态融为一体、相映成
趣。有效的保护、合理的利用，让这个传统村落
充满“烟火气”。不久前，官洋村被联合国旅游
组织评选为2024年“最佳旅游乡村”之一。

传统村落保护，“活态”至关重要。近年来，
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大传统村落保
护力度，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随着工业化和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许多传统村落常住村民不
断减少，面临着“空心化”威胁。人一少，影响是
全方位的，村容村貌维护、公共事务管理等都捉
襟见肘，产业发展更是难上加难。让留守乡村
的人安心扎根，把热爱乡村的人吸引过来，传统
村落才能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传统村落往往有丰厚的人文底蕴，对本地
和外来的人都有吸引力。提升传统村落的人
气，关键要擦亮文化特色，提升辨识度，尤其要
以年轻人喜爱的方式去挖掘其魅力、激活其生
命力。

福建屏南县双溪镇有着千年历史，但一度
出现人口外流、建筑破败的景象。近年来，一批
艺术家来到这里，以“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教
学项目为依托，免费教村民画画、写歌、制作手
冲咖啡等。古色古香的建筑，原生态的风土人
情，加上浓厚的艺术氛围，吸引了更多艺术爱好

者和游客慕名而来，当地同步做好租房、子女入
学、创业发展等相关保障服务，画展、音乐会、直
播等文化创意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外出的年轻
人纷纷回流。当文化活力被唤醒，乡村面貌也
随之重塑。

传统村落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应是
宜居宜业的生产生活空间。更好平衡历史价
值、当代价值和未来价值，找出兼顾眼前人气与
长远利益的合理开发利用方式，十分关键。比
如，拥有156座明清古院落的山西泽州县保福
村，乘着直播经济的东风，引进企业入坊进院，
发展美食、手工、剧场等业态，培育“一院一业，
一街百业”的新庭院经济，推动村集体经济高质
量发展。

乡村资源有限，在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特
色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元素、完善生活功能、培育
特色产业，使之更符合当下的审美趣味、居住需
要、发展需求，才能打造出各具特色的现代版

“富春山居图”，使传统村落长久兴旺。
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村落寄托着我们传承

历史文化、守望精神家园、创造幸福生活的美好愿
望。对它们的保护，涉及建筑、文化、经济、社会、
观念等方方面面，需要在守正的基础上探索创新，
让原生态的生活气息与现代文明更好相适应。
守好文化的根与魂，加强活态保护与传承，创新利
用方式和渠道，定能把传统村落建设成为自然之
美与人文之美交相辉映的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