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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禁止学生这么做”，“告诉学生怎么做”或许更有效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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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瞭望塔

□据《大众日报》

12 月 4 日晚，我国申报的“春
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
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
此，我国共有 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名册，总数位居世界第一。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作为中国人最隆重、最热闹
且象征着团圆和希望的节日，春节
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
地位。春节即是农历新年，时间为
农历正月初一，但庆祝活动往往从
前一年的腊月初八（腊八节）或者腊
月二十三（北方小年）、腊月二十四
（南方小年）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正
月十五（元宵节）之后。而除夕和大

年初一，又是春节最重要的两天。
据记载，中国人过春节已有

4000多年的历史。关于春节的起源
有很多说法，其中最被普遍接受的
说法是，春节由虞舜兴起。公元前
2000多年的一天，舜即天子位，带领
部下人员祭拜天地。从此，人们就把
这一天当作岁首。据说这就是农历
新年的由来，后来叫春节。历史上春
节的日期并不一致。夏朝叫作“岁”，
春节是在正月初一。商朝叫作“祀”，
春节在十二月初一。周朝时称“年”，
开始有了过年的说法，周朝的春节在
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
十月初一为春节。汉朝建立后，汉武
帝恢复旧历，以每年的正月初一为元
旦，年节的日期由此固定下来，延续
至今。春节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
的称呼，如元日、岁日、新正、新元等，
到清代，才有一些地方把农历新年称
为“春节”，辛亥革命后，农历正月初
一正式称为春节。

我们都知道，春节的由来与年
兽的传说有关。相传“年”是一种
凶猛的怪兽，每到除夕就会出来伤

人。人们为了驱赶“年”兽，会在
除夕贴红春联、燃放爆竹、守岁等，
这些习俗逐渐流传下来，成为春节
的重要传统。

2023 年，春节被列为联合国假
日，如今成功申遗，“咖位”再升级，
足以说明春节文化在全球影响力的
不断提升，是中华文化输出的典型、
成功案例。当然，春节的巨大魅力，
在于其传承千年、赓续不绝的文化
积淀和历史内涵。作为丰厚而宝贵
的文化遗产，与春节有关的民俗、传
说、神话、历史等，都是组成中华文
化的重要符号，彰显着年文化的活
力与生命力。

对中国人来说，春节更是意义
非凡。无论身在何地，春节回家是
一种召唤，也是“使命”，春节是一年
一度不可缺席的合家团聚时刻。同
时，也是祭拜祖先，追思故人、追本
溯源的重要时刻。春节更寄托着新
一年的愿景和祝福。在中国人心
中，它不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场全
民参与的盛大狂欢，一次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与情感的聚合与爆发。

春节成功申遗！
中国年全球“咖位”再升级

据潮新闻报道，近日，浙江杭
州二中白马湖学校向全体师生发
出一封《关于合理使用社交媒体
倡议书》，建议同学们在 16周岁
之前，尽量远离社交媒体，不注册
社交账号。这条倡议，很快就引
起大量讨论。

青少年缺乏信息筛选能力，
又正处于身心快速发展、价值观
逐渐成形的关键时期，极易被社
交媒体上一些不良语言、行为等
干扰。前段时间，青少年不分场
合、不分人群、不分社交目的地滥
用网络烂梗，便有社交媒体发展
的原因。如此来看，该学校发出
倡议，是为了保护学生身心健康
成长，初衷是好的。

然而，《第五次全国未成年人
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
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突破1.93亿，
互联网普及率在未成年人群中超
过97%。这意味着，如今，青少年
恐怕很难避免接触社交媒体。在
此情形下，学校倡议学生不注册社
交账号、不使用社交媒体，科学
吗？更何况，不注册社交账号，青
少年就能全身心投入学习吗？这
是否有些极端化、理想化？

每个青少年的学习能力、自制
力、约束力都不同，有的学生在社交
媒体上寻求刺激、肆意发泄情绪，有
的学生却在利用社交媒体获取知
识、开阔视野。如此倡议学生不注

册社交账号，利真的大于弊吗？
“倡议”和“禁止”看似有区

别，可一旦有学生不使用社交媒
体，老师、家长是否会强制要求其
他学生也禁止使用？若真如此，

“倡议”则可能会演变成“禁止”，
学生也会随之产生逆反、抵触心
理，转而寻求其他替代品，甚至可
能会造成严重后果。

某种程度上，想通过“倡议学
生不注册社交账号”，未必真的管
用，而相比“禁止学生这么做”，

“告诉学生怎么做”或许更有效。
这就要求，家长应该付出更

多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鼓励孩

子走出家门，体验生活中真实的
声音，以此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促
使他们积极主动地探索和感受周
围的世界；老师也要积极引导学生
如何正确面对社交媒体，去寻找有
价值的内容；监管部门以及社交平
台更要采取必要手段和措施，净化
网络环境，切实肩负起责任。

社交媒体不是洪水猛兽，保
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也不是
禁止他们接触社交媒体，而是帮
助他们在学习、成长过程中逐步
适应网络、有益利用，最终成为具
有独立判断力和自制力的人。
评论员 任思凝

倡议学生不注册社交账号
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北京晚报：
一梯一码
为电梯安全加码

据报道，北京正在推动电梯“一梯一
码”试点，即每部电梯内外都有一张二维
码，手机一扫，就能看到电梯使用单位、
维保单位的救援电话、电梯困人救援指
引等信息。

电梯是易耗设备，“岁数”一大，难免
出现“头疼脑热”。有数据显示，相比梯
龄在 5 年内的电梯，老旧电梯困人率要
高5.6倍，并可能出现急速下坠、关门夹
人、紧急呼叫却无人应答等问题。电梯
事关市民的切身利益和生命安全，任何
一部电梯都不能运行在监管之外，任何
一个维护环节都不能走过场，任何一个
责任人都不能应付糊弄。推广“一梯一
码”，就是在维护和监管等环节为电梯安
全加码。但电梯贴上码，一样不能放松
检查。各个行业的二维码管理中暴露出
的问题，提醒相关部门，要切实防范维保
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比如只扫码留痕却
不按专业规范操作等问题。

南方都市报：
公共场所以不刷脸为原则
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应用

“刷脸”时代，谁来保护公民的面部
信息安全？据媒体报道，上海启动的“亮
剑浦江·2024”消费领域个人信息权益保
护专项执法行动，就公共场所强制、滥用
人脸识别技术细化工作方案。

方案提出“不刷脸为原则”，算是直
接对“人脸识别”技术日益滥用的现状开
药方了。随着人脸识别技术的不断成熟
和市场化应用，如何充分保障公民的个
人信息安全不受侵害，立法层面可以说
态度明确。民法典要求处理个人信息应
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个人信息
保护法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
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
全所必需”。不是所有“人脸识别”纠纷都
能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但立法上的坚定立
场依然需要部门执法、社会守法的全过程
呼应，上海提出“不刷脸为原则”，即是基
于现实场景的监管执法路径探索。

北京青年报：
“可爱经济”
何以抚慰心灵

745岁的妙应寺白塔“穿”上毛衣顿
添糯感；地坛的枫叶和银杏叶变成了毛
绒玩具，露出可爱搞怪小表情……据《北
京日报》报道，一股“毛绒绒风”正在北京
文旅市场掀起新风暴。

“毛绒绒风”是文旅产业可爱化的生
动体现，也是对年轻人追求“可爱经济”
的顺势回应。年轻人不仅获得了愉快的
互动购物体验，还收获了满满的情绪价
值。正是这种“情绪价值”的浸润加持，
使得更多年轻人成为“可爱经济”的拥
趸。“可爱经济”的外在表现为文创新产
品的“绒化”，内核则是尊重和满足公众
的情绪价值。历史传统的文物古迹、风
土人情、美食小吃，有了更高级的外在表
现形式，年轻人个性化需求就能被更好
满足。既具有表现上的仪式感，又兼备
体验上的新特感，正是年轻人爱上这些
毛绒玩具的重要原因。更多市场主体应
该敏锐洞察市场趋势，与用户建立情感
联系，让产品成为互动的容器，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中获得更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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