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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翠英是上海市一位退
休教师， 曾荣获“中华慈善
奖”。 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为
支持抗震救灾，她卖掉一套住
房，筹得 450 万元善款，在四
川省都江堰市援建了一所学
校。 此后，她一直投身慈善事
业， 并带动更多人奉献爱心，
她的义举感动了无数人。

守望相助、扶危济困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从卖房捐
资助学，到成立专项基金帮助
灾后重建，再到成立公司帮助
都江堰农民销售猕猴桃……
15 年投身慈善事业，沈翠英播
撒爱心的脚步从未停止。 她助
人为乐、 无私奉献的美好品
德，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开
出的灿烂花朵。

在生活中，看见“淋雨”的
人，及时为他们“撑伞”，慈善理
念便从此生根发芽。 有人叩开
困难学生的家门， 为孩子送去

改变未来的希望；有人在村里开
办爱心食堂，为孤寡老人提供生
活便利； 有人创办中医诊所，为
脑瘫患儿做康复治疗……许许
多多爱心人士和爱心组织关注
困难群体，整合多方资源，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生动诠释了友
善的价值理念。 善念深入人心，
善举涓滴成河，凝聚起向上向善
的磅礴力量，为社会进步注入源
源不断的动能。

做慈善， 不仅仅是帮助他
人、温暖社会的道德自觉，更彰
显了赤诚炽烈的家国情怀。 沈
翠英说：“一想到国家遇到这么
大的难处， 我就觉得应该做点
什么。 ”国家民族的发展从来不
是一帆风顺的， 但每一次遇到
艰难困苦， 总有无数的“沈翠
英”挺身而出，用“我为人人”的
无私奉献， 谱写一曲曲和衷共
济、风雨同舟的动人乐章。在新
冠疫情阻击战中， 各地慈善组

织积极行动，仅 2020 年
上半年就为抗击疫情筹
集善款 396.27 亿元、物
资 10.9 亿件； 今年以
来， 我国多地遭遇历史

罕见的特大暴雨， 全国慈善组
织为防汛救灾筹集善款超过 16
亿元……大疫大灾面前， 一笔
笔善款、一车车物资驰援而至，
见证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众
志成城，彰显团结一心、守护家
国的伟大力量。

慈善事业是社会救助制度
和兜底保障制度的有益补充，
在促进社会进步、 共享发展成
果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民
政部统计结果显示，截至目前，
全国年度慈善捐赠总额最高突
破 2000 亿元。 守护并激扬人们
质朴的慈善热情， 呼唤更加通
畅的渠道和更为高效的监管。
健全制度措施， 优化监管体制
机制，完善表彰奖励体系，丰富
参与方式……营造良好慈善环
境，大力弘扬慈善文化，才能让
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慈善、 关心
慈善、支持慈善、投身慈善，让
爱心善行在中华大地接力传
递、蔚然成风。

微火成炬，每一份善意，每
一次善举，汇聚起来，就能照亮
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让社会更
加和谐美好。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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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对于读书人来讲，
“提笔忘字”是一件很尴尬的、
会被同道人揶揄的糗事。 如
今， 在越来越多的“手机族”

“键盘侠”几乎不用笔“写”字
的“常态”下，“提笔忘字”成了
一件司空见惯的小事，似乎很
少有人在意那些手机或电脑
上的字、词是不是准确、得体，
反倒在意那些五花八门的表
情包。 网络上，大量拼音代替
或同音借代的词语满天飞，让
很多人不知所云，更让初学汉
字正较真的小学生无所适从。

有人说，在这个讲究速度
和效率的时代，手写文字太低
效，耗时费力，遇到写不出来
的字， 只要能用拼写代替，就
不影响工作生活。 这样的观
点，在年轻人中颇为普遍。

在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
不写字或者“提笔忘字”也许并
不影响衣食住行，甚至在很多项
工作中，单靠鼠标和键盘足以高
效完成。不过，离开笔杆、离开笔
划真的不是一件好事。

人生读书识字始。 这是汉
文化独有的传统，是方块汉字
独特的文化魅力带来的丰富
信息使然。 流沙河先生说过：

“看到一个字，能写出字形、读
出字音、解释字义，还要知道
这个字在古代怎样写、 怎样
读， 后来又是怎样变化的、本
意是什么……这样才算真正认
识这个字。 ”传统的汉语教学，
一直延续着这样的传统。

遗憾的是，网络社会来临，
用笔写字的场景越来越少，“能
语音就不打字， 能打字就不写
字”，“敲字如飞， 下笔艰涩”，

“抓住鼠标，忘了笔杆”，这些现
象导致越来越多的“网络梗”肆
意破坏汉语规范， 甚至越来越
多“张冠李戴式”的错字或别字
在网络语体中流行。 有人把这
种现象称为“失写症”，这是同

“失忆症” 一样可怕的社会病，
如果任其蔓延发展， 将导致汉
字书写群体萎缩， 甚至危及汉
字秩序、汉字传承。

民族文化不能“失忆”，汉
字传承不能离开书写。 一笔一
划的汉字书写， 真草隶篆的书
体变化， 是汉文化的精
萃， 更是人类最富想象
力的表达形式。 对于敬
惜字纸的华夏传统来
讲，“见字如面” 的书写

中蕴含着丰富、多维的表达，那
些流传千古的书法名帖和手札
便是证明。 那饱含深情、富于艺
术表现力的“奉橘三百枚”的
《奉橘帖》， 在鼠标一点信息即
发的今天注定是不可能的。

无论如何， 电脑和网络的
流行不是“失写症”的理由。 王
永民先生发明的“五笔字形”，
在网络时代赋予汉字更强更久
的生命力。 如果我们任由“失写
症”蔓延，会逐渐加速人们对汉
字的疏离，对母语文字的淡漠，
对汉字文化的失忆， 从而导致
汉字功能弱化， 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 如
此看来，这“提笔忘字”之危害
可谓大矣。

当下，我们要在讲究效率的
同时，提倡用笔书写，尤其要提
倡领导干部用笔书写；尽可能地
普及中小学生书法教育，让规范
的汉字书写植入基础教育中。同
时，加大对网络不规范用语的清
理力度，用传统的笔杆及时纠正
不规矩的“键盘”，让汉语书写表
达回归健康常态。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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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试用期
岂是企业任性期

试用期的“坑”，你是否踩过？ 记者采访
发现，仍有一些用人单位将试用期当作“廉
价期”“随意期”。

试用期是招聘后通过短期实际工作体验，
进一步确认彼此是否适合的阶段。 从表面上
看，这就像谈恋爱，是一种双向选择，可以快速
决定是否“分手”。 然而，在雇佣关系中，用人单
位处于优势地位，合适与否、关系走向在很大
程度上由其决定。 正因如此，在试用期问题上，
一些用人单位的“任性操作”屡见不鲜。

试用期不给缴社保， 转正后才给缴；为
员工调岗后，重新“试用”；借口“考察不全
面”， 随意延长试用期……一些用人单位把
试用期当成“廉价期”“随意期”，算盘打得很
精。 在社交平台上，有不少吐槽“试用期陷
阱”的求助帖、避雷帖。 对用人单位来说，滥
用试用期，不仅有损自身形象和口碑，更侵
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健康劳资关系
的建立，影响劳动力市场良性发展。

人才是发展的根基。 试用期是选才、留
才的重要环节。 试用期怎么用？ 早已有法可
循、有据可依。劳动合同法对试用期期限、薪
酬水平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关于为试用期员
工缴纳社保，社会保险法也有相关规定。 一
言以蔽之，试用期员工与正式员工受到劳动
法律法规的同等保护。 用人单位必须牢记，
试用期不是“任性期”，少一点任性、多一些
诚意， 主动承担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责
任，才能赢得人心、赢得信任。 ①2（张冬梅）

让小程序短剧行稳致远， 需要厘清边
界、多方把关，这样才能继续生产出更多、更
优质的微短剧产品， 实现产业发展良性循
环，更好地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最近一段时间，“小程序短剧迎来
春天”成为热门话题，“2023 年最盈利赛道”
的说法也让跃跃欲试的入局者如同打了鸡
血。小程序短剧让人“上头”，一是内容“爽”，
二是付费路径简单、直接，虽然每集收费不
多，但想要看完一部短剧也需要几十元至上
百元。 众多入局者想分得一杯羹，难免存在
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情况。比如，有的过于
追求情节刺激， 宣扬拜金主义等扭曲价值
观，甚至在低俗、恶俗的边缘试探。东方网如
此评论。

吃相太难看， 一两元的餐具费也不放
过，收获了蝇头小利，却丢掉了口碑。对商家
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得不偿失的结果。

———近日，河北石家庄一位大学生到餐
厅吃饭，得知餐具收费 1 元，便将 4 套餐具
全部打包带走。 该事件被媒体报道后，登上
热搜。 此前，山东淄博一位大学生将收费餐
具打包带走，也引发了网友热议。 餐饮行业
是服务行业，服务质量、服务态度直接影响
口碑，光明网对此如此评论。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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