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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力守护祖国的花朵

“掉”进手机之忧

“手机沉迷”现象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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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

末，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43.6万名。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智能手

机等电子产品的普及，部分农村留守儿

童沉迷于短视频、手机游戏等，给学业、

生活带来了消极影响。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我国经常网上玩游戏、看短视频的

农村未成年用户比城镇分别高 6.0 和

8.3 个百分点。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

授夏柱智课题组前不久发布的《农村留

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调查与对策建议》

显示，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愈

演愈烈”，并已成为许多农村留守家庭

的现实困境。

日前，记者就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使

用情况、农村留守儿童沉迷手机原因等

进行采访调查，以期呼吁社会共同关注

农村留守儿童手机沉迷问题，给予农村

留守儿童更多关爱，更多帮扶。

当下，农村留守儿童沉迷手机成为阻碍
其成长的“绊脚石”。那么，如何有效防止农村
留守儿童沉迷手机，提高农村留守儿童网络
素养？这是社会各界需要合力探索的命题。

上海茂泰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诸东华给出
建议，他表示：“目前我国涉及未成年人沉迷网
络的法律规定多数属于原则性、框架性的规定，
当下以及未来还需有关部门尽快制定行政法规

和部门规章，提出防范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具
体措施。比如针对网络游戏运营商，要落实实名
制、游戏时间限制等的规定，一方面要求相关企
业研究、开发或采用更多、更有效的技术手段防
范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另一方面防范企业利用
各种技术和非技术的手段规避法律规定，并要
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企业施加更多的法律处罚，
使得其无法从违法中获益。” （下转2版）

破解“手机里的童年”困局，共护——

农村留守儿童快乐成长
本报记者 李林晅

农村留守儿童深陷手机沉迷漩涡，不是新
问题。有媒体描述过如此场景：一进入暑假，初
中生杨某某便开启“游戏模式”——日上三竿，
还赖在床上组队“推塔”，中午匆匆扒几口饭又
去“吃鸡”，夜里两三点还在“鞍刀咆哮”……即
便困得手机要砸脸上时，也要“血战到底”。另
有媒体描述：“除了睡觉，哪怕吃饭、上厕所、走
路，村里的青少年手中也往往横着手机。聊起
游戏，他们不由眉飞色舞；谈起别的，则表示兴
趣缺缺，甚至压根就不答话。”存在如此严重的

“游戏化生存”状态的乡村孩子，并不少见。
沉迷手机，会严重影响农村孩子的身心

健康，让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受到双重冲击。武
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夏柱智副教授
课题组调查发现，一些孩子体质出现下滑、视
力呈现重度不良，无心学习与完成作业；一些
短视频有软色情等不良内容，给孩子们带来
严重的心理问题；一些短视频所宣传的娱乐
化、游戏化价值观念，比如人生苦短及时行
乐、物质至上拜金攀比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孩子们的“三观”……可见，通过积极干预防
止严重的手机沉迷，应是各地关心与服务乡
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的重中之重。

而干预乡村孩子的手机沉迷问题，需要
家长、学校、村社及基层教育部门综合施策。
家长或其他监护人首先要避免“用手机带
娃”，应着力解决孩子面临的“亲情荒”与“玩
伴荒”问题，多些团圆和陪伴，多些亲子互动，
想方设法让孩子的课余生活更丰富精彩，以
免大好时光与年华被游戏废掉；学校、村社及
基层教育部门要通力合作，为乡村孩子提供
一些度假好去处，让他们可常态、免费参加一
些文体活动、户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娱乐
身心。公共服务不缺位，手机才会不受追捧。

这其中，一个新情况应成为各环节重点纠
偏的对象——“游戏大神”比“学习尖子”更受追
棒。曾有媒体报道，在一些乡村孩子中间，不懂
某款游戏中的“吃鸡”，会被当作新“文盲”对待。
如今，在一些农村中小学，同辈中的“大牛”已不
是“学习尖子”，而是“游戏大神”。这完全是一种
错位价值观。当乡村孩子普遍有了这种畸形价
值观，不仅会削弱他们的学习兴趣和上进心，而
且会对乡村教育教学造成严重冲击，会限制乡
村孩子的成长与发展，限制乡村的发展。

要纠偏“游戏大神”比“学习尖子”更受追
棒，农村学校应广泛宣传，相比游戏玩得好而
言，学习好才是真的好，学习与游戏的聪明是
互通的，游戏玩得好的孩子应追求学习好。总

之，学校应给予学生正确的游戏教育，培养他
们的游戏审美、游戏时间观、游戏消费观，让
他们认识到，什么才是值得提倡的，什么是应
该反对的。还要加强监护人尤其是老年人的
引导，让监护人充分意识到严格手机管理、教
育孩子合理使用手机的重要性。学校可增设
短暂的第三学期，开展多种形式的素质教育
活动，将乡村孩子的课外时间利用起来，让他
们远离手机，促进全面发展。

治理农村留守儿童沉迷手机需多向发力
何勇海

今年12岁的初中学生汪川（化名）在四川
西部的一所乡镇学校读书，他的爷爷、父母都
在外打工，奶奶早逝。汪川日常由曾祖父照
顾。为了方便联系，汪川的父母给他买了一部
手机。汪川的妈妈告诉记者，刚开始，汪川每
天放学后回家玩两个小时手机，一般是用微
信聊天、打视频电话，偶尔打游戏。但上初中
后，孩子天天打游戏，还经常玩手机到凌晨，
根本管不住，学习成绩也一落千丈。

“我和汪川的父亲长时间在外地，不能陪

伴孩子，所以每次回来会给孩子多留一些钱，
没想到他把钱基本都花在手机游戏上，我们
很着急，又不知道怎么管。”汪川的妈妈对孩
子沉迷手机的行为十分担忧。

“困”在手机里的农村留守儿童并非只有
汪川。在甘肃部分乡村地区，记者采访时发
现，放学后，不少农村留守儿童都会窝在家里
打手机游戏、看视频。一旦拿起手机，连家庭
作业都抛之脑后。在天水东部一所乡镇学校
读书的留守儿童小花告诉记者，她喜欢在手

机上看短视频。“现在我还会拍视频上传到短
视频平台，一天不玩手机就难受。”

广东省梅州市一名乡镇干部告诉记者，
镇上不少村子的村委会附近都实现了Wi-Fi
覆盖。周末去村里逛的时候，经常看到不少农
村留守儿童拿着手机聚集在村委会附近打游
戏、刷抖音。

此外，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农村留守儿
童大多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或者曾祖
父、曾祖母等隔代亲人照料。为了方便与父母
联系，以及近几年上网课的需求，大部分农村
留守儿童都拥有一部智能手机。丰富多彩的手
机网络世界让缺乏父母陪伴和引导教育的农
村留守儿童逐渐陷入手机“漩涡”。

为什么农村留守儿童会手机成瘾？过度
沉迷又会产生哪些危害？记者在采访时发现，
手机沉迷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消极影响反映在
学习成绩、心理健康发展等多个方面。

中国好人、乡村教师王翠斌已从事教育
事业30年。日常工作中，他尤为关注农村留守
儿童。采访时，王翠斌告诉记者，农村留守儿
童沉迷手机让他很是痛心。“我所在的学校大
概有四分之一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大多数农
村留守儿童跟家里的老人生活，大部分老年

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加上对孙辈太过宠溺，
也担心他们跑出去闯祸，所以任由孩子们打
游戏、看视频。”王翠斌说，“不少孩子周末结
束返校后，会规律性地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无
精打采等现象。多年与学生相处，我发现沉迷
于手机的农村留守儿童不喜欢跟同学交流，
更倾向于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不能融入集体
生活，更无法融入社会。”

“手机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暴力、低俗
等负面内容会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横埠镇龙山小学教师臧勇
在日常教学中观察到，长时间沉迷手机，不仅损
害孩子们的视力、腰椎，还影响了学习成绩。

成都市未成年人心理成长中心主任桑艺
宵曾带领团队前往成都周边乡镇开展农村留
守儿童手机使用情况调研。她告诉记者，农村
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的父母无
暇陪伴孩子，这样使得被孤独感淹没的孩子

‘只能去手机网络世界寻找温暖’。另一方面，
由于父母的过度保护，限制了农村留守儿童
的交友范围，导致孩子形成内向腼腆的性格，
身边没有现实中的朋友，甚至被孤立，于是沉
迷手机网络交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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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露 袁矛）4月14日上午，
由中宣部志愿服务促进中心、中国志愿服务联
合会主办, 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明办、
四川省志愿服务联合会承办, 成都市委宣传
部、宜宾市委宣传部、凉山州委宣传部协办的

“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四川集中
活动在成都市正式启动。

“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志愿服务活动通过
广泛动员医疗界、文艺界、体育界、传媒界的知
名专业人士，组建“永远跟党走”志愿服务团。4
月14日至18日，志愿服务团分赴成都市、宜
宾市、凉山州, 深入基层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乡村“复兴少年宫”等场所，会
同四川当地志愿者队伍，开展理论宣讲、文化
文艺、体育健身、医疗卫生、推广普及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传递党的关怀
和温暖，促进各民族心相通、情相融，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

医疗志愿服务队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基层社区，围绕当地群众的医疗服
务需求，开展体检义诊、应急急救、健康咨询、
慢性疾病康复、医疗知识普及等志愿服务。农
民书画志愿服务队走进民族地区，开展一期农
民画师培训、创作一幅主题绘画作品、捐赠一
批图书及画册、书写一帧家风家训、举办一次
线上线下展览活动、开展一次“关注老区文化
建设”主题党日活动，满足民族地区群众的文
化需求。电影人志愿服务队走进凉山州喜德
县，开展“乡村振兴 星光行动”志愿服务，通过
视频、照片、音频等形式展现当地乡村振兴新
风貌，通过直播带货、产业帮扶、公益代言等方
式，帮助基层群众提高技能、增加收入，以实际
行动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中医诊疗、文艺宣
讲、体育健身、“石榴籽计划”等志愿服务项目
也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传播党的
创新理论，传递党的关怀和温暖。

公安部部署开展
为期100天的网络谣言
打击整治专项行动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记者 熊丰）记者
14日从公安部获悉，为有效净化网络环境，依
法打击网络谣言，公安部网安局近日部署开展
为期100天的网络谣言打击整治专项行动。

近年来，一些社会热点事件中网络谣言乱
象频出，严重扰乱网络秩序。专项行动将坚持
依法打击和综合整治相结合，聚焦网络谣言扰
乱网络空间秩序的突出问题，依法打击一批恶
意编造、传播网络谣言的组织者、策划者和主
要实施者，依法打击一批借热点事件造谣引
流、非法牟利的“网络水军”团伙，依法整治一
批网络谣言问题突出的互联网企业，清理关停
一批违法违规网络账号，坚决遏制网络谣言高
发频发态势。

公安部网安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
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

“以打开路、以打促治”的思路，在依法开展打
击整治的同时，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强化网络
生态综合治理，形成网络治理强大合力，更好
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努力使人民群众上网
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净化网络环境，
打击网络谣言，需要广大网民共同努力。希望
广大网民保持理性思考，提高防范意识，积极
抵制网络谣言，携手共建清朗网络家园。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专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王逸涛 刘万侠）
“国家安全学学科评议组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
会议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专题研讨会”15
日在北京召开。

本次会议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安全
学学科评议组主办、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承
办。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国防大学、中国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等10多
所院校和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发挥学科专
业领域特色优势，推动国家安全教育工作创新
发展”主题展开热烈研讨。

会上，我国首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博
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单位的14位代表作了主
题发言。与会代表们一致表示，国家安全学学
科建设应该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扎根于
国家安全实践，各高校应立足发挥自身优势，
推动学科理论创新发展，助力全民国家安全意
识提高，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作出应
有贡献。

“强国复兴有我”
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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