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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
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25日上午在贵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宣判。贵阳中院再次认定，
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

近年来，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打拐手段日益
科学化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贩子被捉拿归案，越来

越多的被拐儿童找到了亲人。但还有不法分子铤而
走险，“拐、送、销”黑色产业链从线下延伸到线上，打
拐工作任重道远。

对拐卖儿童的犯罪行为绝不容忍，希望在法律的
天罗地网下，早一天实现“天下无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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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早一天实现“天下无拐”

“丸辣”“芭比Q了”……听到这些表述，许多成年
人可能一头雾水，但这已经是许多孩子的口头禅。近
日，本报围绕相关现象展开调查，对“网络黑话”的传播
方式和治理难点有了进一步发现。

所谓网络黑话，是指歪曲汉语音、形、义，具有隐晦
性、怪诞性的网络流行语。这些黑话是怎样风靡的？
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将近2亿，中小学生
上网，除了学习，玩游戏和看短视频是大头。有的电竞
玩家为配合游戏环节，故意说一些中英混杂的语汇；有
的视频博主为营造互动效果，刻意对一些常用说法改
字变调。听得多了，这些网络黑话自然就入脑入心。

如果将语言仅仅当做一种交流工具，网络黑话似
乎不足为虑。但语言，特别是中国语言，还承载着深层
的文化与情感。更重要的是，语言表达与思维能力息
息相关，也会“用进废退”，习惯了轻佻、同质、碎片化的
表达，大家的思考能力和严谨表达能力，恐怕是要退步
的。未成年人正处于求知成长的关键时期，规范表达
尚未学好，反而满嘴黑话连篇，长此以往，就不会“好好

说话”了。
如何清理网络黑话？网信部门已部署开展多轮专

项行动，不少网络平台也制定了相关内容标准。但互
联网变化迅速，网络黑话天天在更新，导致“老梗治不
尽，新梗吹又生”。这种更新速度，让相关线上治理力
有不逮。另一方面，网络黑话正成为孩子的“社交货
币”。越新的“网言网语”越会被他们当作“酷言酷语”，
有的还把说黑话者定义为“自己人”。

由此可见，要治理好黑话烂梗，决不是给孩子讲讲
大道理就能行得通的，还是要拿出一些针对性的举措
来。特别是网络平台要加快过滤速度，优化自身算法
推荐机制、内容治理机制、未成年人使用模式，尽量阻
止新的黑话发酵流行。学校也应做好更有针对性的引
导教育，重点提升孩子们的网络素养和认知能力。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是语言的灵魂。当代人
无法退回无网时代，但这不是随波逐流的理由。领悟
汉语之美，学会好好说话，这也是对所有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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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口头禅不能全是网络黑话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
育强国，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传承发展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通知》（下称《通知》），提出
八个方面任务措施，要求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在政策、
经费、项目等方面给予支持。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标志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横一竖、一
撇一捺、一点一钩等，皆有丰富内涵和美学价值。然而
受手机、电脑“敲字”等因素影响，不少学生和成人不仅
手写的汉字很不规范甚至很潦草，而且“提笔忘字”几
乎成为普遍现象，令人深为担忧。

去年，湖北武汉一名大一新生参加学校组织的汉
字听写大赛预选赛，满分100分仅得2分。2020年，浙
江奉化某学校学生因为字太丑，被严格的老师扣全10
分而引发争议。这些案例都反映出一部分学生汉字书
写极不规范，没有养成良好的汉字规范书写习惯，直接
影响做作业、参赛、考试的结果。所以，加强中小学规
范汉字书写教育显然很有必要。

教育部、国家语委连续多年向社会发布年度语言
生活状况报告，反复提到“学生的汉语能力、汉字书写
能力在退化，需要引起注意”。为此，2017年2月，教育
部、国家语委就出台意见，推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
建设，提出“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培养要从小抓起”。

此前，一些学校布置的作业中包括汉字临摹，以及
一些学校开设的硬笔书法课、毛笔书法课，都对规范学
生汉字书写起到积极作用。但要充分做好“青少年写
好汉字促进活动”，显然还需要国家层面的“组合拳”。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负责人就《通知》在答
记者问时指出，从书写与规范的角度来看，部分中小学
校对学生汉字书写笔顺规则、间架结构等方面的教育
指导不够。另外，还从书写与文化传承、书写与健康、
书写与美育等角度，指出了不少问题。此次印发《通
知》就以问题为导向，旨在解决汉字书写中的一系列问
题，效果可期。

《通知》从培养良好书写习惯、提高规范书写水平、
传承优秀汉字文化、规范校园用字、发挥教师表率作
用、增强数字赋能、建立科学评价机制等方面明确了任
务措施，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可行性等特点。这既有
利于传承弘扬汉字文化，也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同样
是对各地政府和各学校提出的工作指向。

一个人能否写一笔好字并终身受益，关键在中小
学阶段。中小学是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基础，这需要
各级政府为此提供必要的政策、经费、项目等支持，也
需要各学校落实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主体责任，还需
要家庭、社会从各自角度出发，共同配合中小学规范汉
字书写教育，争取使大多数中小学生、大学生，都能写
出一笔好字。

可见，规范汉字书写就该“从娃娃抓起”。社会越
发展，世界越进步，传统的民族文化越发显得弥足珍
贵。语言文字，不仅仅是一种文字形式，更是一种优秀
的传统文化。汉字书写，可以拓展一个人的综合素质，
更能弘扬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所以，从孩子开始，提
倡书写汉字，不仅是当代人的责任，更是世世代代中国
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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