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网信部门通报了
“清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
网络环境整治” 专项行动的
相关情况， 并曝光了部分涉
未成年人乱象的典型案例，
其中“毒视频”被首个点名。

“毒视频” 之害不亚于
毒品。 一是易上瘾。 依附短
视频而生的“毒视频”，由猎
奇、夸张、洗脑等视听元素
刺激而成的“多巴胺”，连成
年人都未必招架得住，何况

是“定力尚浅”的未成年人？
二是毁三观。 那些夹杂着暴
力血腥、低俗擦边的内容，对
于正处于三观形成关键时期
的未成年人的冲击力与破坏
力可想而知。

现实中， 不少未成年人
正是在“毒视频”的浸染下，
从单纯的好奇变成无知的效
仿，行为逐渐“脱缰”———恶
意谩骂、开盒挂人，从受害者
演变为施暴者， 甚至沦为网

络 犯 罪 的 “工 具
人”。“毒视频”之
害， 不仅扭曲价值
取向， 更触碰法律
底线， 必须从严处

置。 这也是此次专项行动传递
的鲜明态度。

给短视频“解毒”，平台责
无旁贷。 平台清除自身的低俗
内容，既是本分，也是任务。 除
了直接屏蔽、封禁违法的网络
信息内容之外，还可以通过算
法、投诉举报等，尽可能降低
不良网络信息内容的传播与
扩散。 当然，整治“毒视频”离
不开监管机构的实时研判与
跟踪治理。 终保持强监管姿
态，加大惩戒力度，提高违法
成本，不断压缩“毒视频”的生
存空间， 持续净化网络环境，
努力为孩子营造一个绿色、健
康的网络空间。 ①2全国晚报优秀专栏

为“小修小补”留一席之地
□杜梨

岂容“毒视频”带坏青少年
□陈文杰

城市承载着万千市民
的生活需求。随着城市快速
发展，不起眼的“小修小补”
摊点在一些地方渐渐淡出
了人们的视野。有的是没有
为这类摊点预留空间，也有
的是因为小商小贩挣不到
钱不干了。 如何让“小修小
补” 更好地在城市中立足，
成为一道需要精心解答的
民生考题。 去年，商务部明
确表示，要让修鞋、配钥匙
等“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回
归百姓生活。 此后，多地进
行了一系列探索， 为破解

“修补难” 问题积累了有益
经验。 实践中，也发现了一
些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
以解决。

当前，大城市的“小修小
补”店铺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成本问题。哪怕是一间不宽敞
的小铺面，算上租金、水电等，
运营成本也并不低。 但“小修
小补”的费用，又不可能定得
太高。而且，像鞋子破了、拉链
坏了、自行车出毛病、家电部
件失灵等问题，维修虽然是刚
需，但频率并不算太高。 解决
好市民的这类“低频刚需”，既
要算好“民生账”， 也要算好

“经济账”。维修摊点有稳定生
意、合理收益，才能真正站得
住、走得远。

为“小修小补”提供更大
空间，是必须迈好的第一步。
从北京的实践来看， 改进的
办法有不少。 比如，有
的街道盘活社区空间，
以零房租或低房租的
办法，吸引修鞋、配钥
匙、修车师傅进驻。 再

如，有的国企出手组建便民维
修队伍， 让居民享受质优价
廉、 诚信托底的服务。 也有
“小修小补”商家应时而变，或
是将裁缝店“搬”到网上，适应
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或是承接
修改婚纱礼服等业务，增加新
的盈利点。治理者提供贴心支
持，店铺开动脑筋、创新思路，
办法总比困难多。

过去，“磨剪子嘞抢菜刀”
的吆喝声不时在街头巷尾响
起，喊出了生活的百般滋味。今
天的城市也要找到恰当的方
式，让“小修小补”融入生活空
间，让宜居成色不断提升。 ①2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告诫
广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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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无法改变过去，但你可以把现在和将来
过得比以前更美好。

●所谓成熟，就是在面对困难时从害怕到不
怕，在面对失败时从悔恨到释然。

●真正让我们感到疲惫的并不是生活本身，
而是我们要的多却付出太少。

●当我们感到幸福的时候，不必去想这幸福
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 要知道，忧虑是幸福最大
的敌人。

●坚强的人，并不是能够战胜一切，而是失
败后依然奋斗不息。

●我无法告诉你成功的秘诀，但我可以告诉
你失败的秘诀，那就是：试着取悦每个人。

●希望和耐心是人们的救命药。 灾难临头
时，它们是可靠的依赖，是坚实的后盾。

●一个人越聪明、越善良，他在别人身上看
到的美德就越多；一人越愚蠢、越恶毒，他在别人
身上看到的缺点就越多。

●用最少的悔恨面对过去；用最少的浪费面
对现在；用最多的梦面对未来。

●每天都冒出很多念头，那些不死的才叫作
梦想。

●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
●低头是一种能力，它不是自卑，也不是懦

弱，它是清醒中的嬗变。
●趁年轻多出去走走看看。 读万卷书不如行

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
高人指路，高人指路不如自己感悟。

●思想就像滤光镜，自己看到他人身上的卑
鄙，正是自己内心过滤之后的映射。

●世上所有能够立竿见影的事，几乎都微不
足道。 成功是场持久战，不能急于求成。

●山林不向四季起誓，荣枯随缘；海洋不对
沙岸承诺，遇合尽兴。 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世间
的一切，到此境界，便能善始善终。

●人活着不是为了证明苦难，而是亲历过黑
暗才配拥有光明。 不要为不值得的人浪费宝贵的
泪水，要为爱你的人保留最好的微笑。

●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就是我在你的眼中，
我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这会成为你的习
惯。 当分别来临，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精
神的支柱。 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学会独立行走，它
会让你走得更坦然。

●打拼和上进，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为了
不枉此生。 怀抱着这份信念，得意的时候才不会
骄傲自满；不如意的时候也就懂得变通和自省。

●过度考虑别人的感受，是一种对自己的不
认同。 当每做一件事都在考虑“别人怎么看”时，
你其实已经在放弃自己了。 总是活在别人眼神里
的人，也等于从来不曾存在过。

●爱和信任，不是要来的，而是换来的。
●知识改变不了命运，但是它可以告诉你如

何改变。
●人生不可能是一路坦途，只有披荆斩棘才

能路路通顺。
●做人要自信而不做作， 果断而不武断，严

谨而不拘谨，知足而不满足，平常而不平庸，随和
而不随便，放松而不放纵，认真而不较真。

●只需懂得情在心中，心在世外，一切就会
变得简单许多。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著的

《精粹语言汇编》
谁听我说

日前， 网传山西一高
中， 有学生晚 11 点后上厕
所被学校定为重大违纪，自
费打印 1000 份检讨， 供 40
多个班级传阅， 引发了争
议。 据报道，学校德育处工
作人员回应称， 按规定，熄
灯后至 11 点 40 分间， 除特
殊情况外， 学生不许上厕
所、随意走动，“担心影响别
的学生入睡”。

人有三急，晚上 11 点后
上厕所就被“一刀切”地定为

重大违纪，学校为了管理便利
却让校规成了“笑规”，也难怪
有争议。而其因身体不适要上
厕所需提前告知管理老师的
规定， 也有些脱离生活实
际———就像网友质疑的，“半
夜肚子疼拉稀，怎么办?”学校
这种“一刀切”的管理思维，显
然太简单粗暴了。

此外， 学校要求
学生自费打印 1000
份检讨全校传阅，尽
管在引发舆情后，学

校已退还该学生 100 元打印
费，但此举也已经侵犯了涉事
学生的人格尊严。 此前，云南
某中学也被曝出“学生午休时
上厕所被处分” 的咄咄怪事，
尽显荒谬。 毕竟，教书育人是
学校的本分， 教育惩戒的目
的，也是更好地育人。 ①2

校规不能变“笑规”
□胡欣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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