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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替父跑马不值得鼓励，也是不允许的。希望广大家长科学育儿，别拉着孩子干蠢事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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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瞭望塔

□据《南方都市报》

又到一年一度十大关键词、流行
语评选揭晓时。12月 2日，《咬文嚼
字》编辑部率先发布了2024年“十大
流行语”，“数智化”“智能向善”“未来
产业”“city 不 city”“硬控”“水灵灵
地×××”“班味”“松弛感”“银发力量”

“小孩哥/小孩姐”等10条入选。

每年年度“十大流行语”发布，
意味着这一年即将过去，新一年正
在向我们走近。2024 年“十大流行
语”，不仅意味着这十句话比较流
行，而且这些话里释放出了时代脉
动信息。每个人是否站在潮头，可
对照这些流行语自我评估，若了解
并有切身体会，恭喜你没有落伍。

对于2024 年“十大流行语”，有
人总结出“智能时代已经来临”“00
后成为关注焦点”“老年群体成为社
会发展新动力”这些特点。而笔者
从中读出“互联网味儿更浓”“国际

范儿更足”“现实感更强”等特点，也
有相应的流行语来支撑。

虽然过去几年的“十大流行语”中，
一部分与互联网相关，但今年流行语
中互联网味儿明显更浓。如“数智化”

“智能向善”与互联网密切相关、“city不
city”来自短视频、“小孩哥/小孩姐”是
典型网络流行语等，这说明互联网正
在深度影响很多国人的日常生活。

相比往年，外国元素更明显。
无论美国博主用短视频记录在中国
的旅游经历，让“city 不 city”成为超
级流行语，还是“水灵灵地×××”
出自一位韩国女歌手在展示照片拼
贴画时说的话，这说明年度流行语
更具包容性。当然也反映出人员往
来便利和文化融通。

同时，流行语也体现出对现实
的关照。比如，“班味”的走红源自
网文《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会改
变了》。在工作任务繁重、同事关系
复杂情形下，打工人难免出现眼神
疲惫、面容憔悴、不修边幅等“班味”
表现。“松弛感”则是面对压力时善
于自我调整的心理状态。

另外，一些“普通话”成为流行
语还缘于网友的创造性、推动力。
例如，网友们纷纷效仿造句，将“水

灵灵地”与各类词语搭配，形容某种
行为生动、鲜活或值得称道、引人关
注，让“水灵灵地×××”火了。网
友热议“班味”，分享自己“班味”表
现，发挥推动作用。

而且，从这些流行语中能够看
见未来。在数字化、智能化快速发
展的时代，“数智化”是今天的流行
语，更是明天发展趋势。“智能向善”
是必然，否则就会“智能向恶”。随
着老年人口规模持续扩大，“银发力
量”未来将迸发更大力量。至于“未
来产业”更预示未来。

希望有关各方能从 2024 年“十
大流行语”中读懂当下，感受时代之
变，看到时代之美，并发现时代之
痛。例如，“班味”释放上班之累，应
该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问题，也要从
中读懂未来趋势，提升自己，把握先
机，从容应对，适应未来各种变化。

每年公布的“十大流行语”，都
是不同于往年的“语言大餐”，如何
读懂这些流行语，是对有关各方的
考验。除了“十大流行语”，还有年
度“十大关键词”等评选结果发布。
这都为我们提供了梳理当下中国社
会和个人心路历程的契机，这对于
我们再出发有积极意义。

2024“十大流行语”
有没有触动你

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在江
西上饶婺源县举办的一场马拉松
赛事中，一位父亲因体力不支放
弃比赛，6岁女孩独自跑完 42公
里全马，引发广泛关注。12月 2
日，婺源马拉松组委会一名工作
人员回应称，该女孩确实是违规
参赛，为“蹭跑”。“她父亲跑不动
了，便将号码牌贴到了自己女儿
身上，半路上裁判几次想把小女
孩拦下，但父亲多次阻止，等快到
终点了才彻底将女孩拦下。”同时
表示，已经上报中国田径协会作
出处罚。

儿童替父跑马不值得鼓励，
也是不允许的。依照相关规定，
全马必须20岁以上才能参加，半
马和10公里则是16岁以上可以
参加。像此次 6 岁女孩跑全马，
可以说相当离谱。一来，儿童不
适合跑马。马拉松是一种极限运
动，未成年人贸然参加很可能损
害身体发育。二来，其父任性而
为。不顾多次阻拦让女儿继续蹭
跑，是对孩子安全的不负责任及
对赛事规则的漠视。一旦发生意
外，悔恨恐怕为时已晚。

不得不反思，安全警钟为何总
敲不醒“装聋”的人？违规蹭跑为
何屡禁不止？曾有报道，沈阳一男
子带孩子跑全马被拦后倒地大闹，

有的家长带9岁孩子跑全马被禁
赛两年。按道理，他们没理由不清
楚规定，要么心存侥幸，认为中途
偷偷换人不会被发现；要么无所畏
惧，认为取消成绩或禁赛几年的处
罚不足为惧，才敢无视风险、挑战
规则。所谓的“锻炼孩子”，实际却
将孩子推向了危险边缘。

防治“低龄蹭跑”乱象，需要用
一些“硬手段”。例如，严格检录参
赛选手身份、创新防作弊手段、加大
违规处罚力度、当场带离替跑者、强
化亲子马拉松规范等，将违法违规
的隐患拦在起跑线外。果断干预
既是对安全负责，也是职责所在。

前有11岁男孩随父骑行，今
有6岁女孩替父跑全马，离谱事件
背后是家长浅薄的安全意识和规
则意识。“什么年龄就干什么年龄
的事”，对孩子不可揠苗助长，让其
过早接触力不能及的事物，也不可
强人所难，将个人喜好和意志强加
在孩子身上。此外，生活中部分家
长为追求网络关注，利用子女博取
关注和制造话题的行为，也需引起
重视并及时叫停。

希望社会各界能更加用心地
为儿童健康成长考虑，多些“儿童
视角”；希望广大家长科学育儿，别
拉着孩子干蠢事。评论员 韩静

低龄儿童违规蹭跑马拉松
防治得靠“硬手段”

北京晚报：
引导员“顺口溜”
顺了乘客的心

“下趟车人少，一分钟就到”“快乐星
期四，距周末还有一天！”……据央视报
道，在北京地铁 6 号线东四站，早晚高
峰，公共文明引导员张立文以幽默问好
的方式引导客流，关键时候还向乘客提
供创可贴和大红枣。

北京地铁站内，维护乘车秩序的“柠
檬黄”不少见，张立文的顺口溜不仅言简
意赅，还生动有趣，总能让人会心一笑。
张大爷风趣幽默的语言，不仅引导交通
效果事半功倍，也能让乘客在匆忙的脚
步中得到几丝宽慰。有网友称，在拥挤
的地铁里，身边都是陌生人，听到张大爷

“快乐星期”打头的问候，很是感动。“打
工人”早出晚归实属不易，挤地铁更容易
烦躁，能听到长辈般的关切，心中不免温
情涌动。可见，“快乐引导法”引导的是
客流，也是乘客的情绪堵点。一声声幽
默风趣的亲切问候，给来来往往的乘客
送去了安慰。客流越来越顺畅，乘客心
情越来越放松，城市也会因此更加温暖。

羊城晚报：
增塑剂超标
别让体育用品成隐形杀手

据央视报道，近日，福建省质检院和
宁波市质检院两地的专家对球类、球拍
和跳绳首次共同进行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监测。采集的 112批次学生体育用品中
有 30批次产品不符合参考标准要求，不
符合项目为增塑剂。

“112批次送检体育用品近三成增塑
剂超标”，这类检测结果和新闻报道，将
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的安全问题推向
公众视野，并使之成为热门话题。这种科
普宣教和舆论动员，为推动行业生产端的
工艺进步、尽职履责提供了契机。可以预
见的是，大众就此的担忧情绪，必将向前
端传递，从而推动相关“强制性标准”尽快
落地。而同样不难想见的是，在“健康焦
虑”本就深度影响消费决策的当下，必然
会有不少厂家嗅到其中商机，推出“零增
塑剂”“低塑化剂”产品。从长远来看，这
不应该是部分企业的“自选动作”，而必须
是全行业的标配动作。

扬子晚报：
“无过错者免责”
为校园体育“松绑”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近日，北京市
延庆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初三学生小
李在体育课上练习中考体育项目时不慎
摔倒受伤，其家长认为，学校应承担侵权
责任。但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小李的全
部诉讼请求。

该案判决的核心在于“无过错者免
责”的原则。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重点考
察了学校是否尽到教育和管理职责。结
果发现，学校在场地设施、教师指导以及
事后救助等方面均无过错。因此，法院
驳回了小李及其家长的诉讼请求，这一
判决无疑为类似校园安全事件的责任界
定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在过去，一
旦学生在校园内发生意外，无论学校是
否有过错，都往往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
赔偿责任。这种情况让许多学校在组织
体育活动时变得畏手畏脚，生怕出现任
何意外。而“无过错者免责”原则让学校
有了更多的底气和信心，不必担心因不
可预见的意外而承担过重的责任。

正在跑马拉松的6岁女孩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