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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冷的天，面对投湖轻生的女
子，水性不佳的民警王彬帅和同事毅
然跳进了水里，朝着溺水者而去……
短短27秒的视频近日发布到网上，
却温暖了不少人，有网友这样点评：
你们救人的姿势真帅！

1月31日《宁波日报》

27 秒救人短视频何以温暖人
心？就在于这样的短视频虽然不长，
其传播的却是正确的价值观，有着美
好的因素，自然就能与人们心中的美
好碰出火花。

前不久，人民日报新媒体也推出
了一系列短视频：热爱朗诵的农民诗
人、喜爱跳大环舞的钢铁厂维修工、
大凉山的少年合唱团，这些短视频在
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我们通过这
些“短视频”，看到了普通人的“了不

起”，看到了平凡人的“小幸福”。这
些普通人对幸福的追求，对美好的向
往，对责任的坚守，积蓄的就是蓬勃
的人生动力。

“短视频”是比较受到人们喜爱，
尤其是年轻人喜爱的一种文化载
体。随着阅读方式的改变，随着娱乐
载体的拓展，“短视频”已经登上了大
雅之堂。无论是微信里还是抖音里，
无论是手机里还是网络里，“短视频”
都以惊人的速度在传播。因此，不能
小看“短视频”的“大作用”。

“短视频”需要更多的传播“真善
美”。人们接触“短视频”的机会越来
越多，人们观看“短视频”的时间越来
越长。越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越是需
要让“短视频”清朗起来。期待“短视
频”在优秀文化传播、道德价值塑造、
社会风向引领上能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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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热点追评

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进校，严管就是厚爱
然玉

三江热议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
通知》。《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
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
有需求的，须经家长同意、书面提
出申请，进校后应将手机由学校统
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通知》强
调，学校要将手机管理纳入学校日
常管理，提供必要保管装置。应通
过设立校内公共电话、班主任沟通
热线等途径，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
需求。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
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2月1日央视

一直以来，很多学校回应学生
使用手机，均采取了严禁严查的高
压态势。但要厘清的是，以往此类
举措的依据，往往是“校规校纪”，
也即学校“自主管理权”的延伸，这
不可避免会衍生一系列问题。比
如说，“手段简单粗暴”“侵权越界
失控”，不少学校动辄祭出“砸手
机”“没收手机”的大招，最终有理
变没理；除此以外，现实中这类措
施所遭遇的民间质疑和法律挑战
也很多，这客观上束缚了校方的手
脚。此番，教育部重磅发声，终于
有望一锤定音。

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进校，从
不缺理由。无论是基于保护视力、
防止网络沉迷的考量，又或者是为
了让学生安心学业、促进身心健
康，把手机挡在学校之外，都理当
如此、早该如此！特别在社交媒
介、短视频、直播、网游大行其道的
当下，智能手机之于学校场景、学
生人群无孔不入的渗透，已然对学

校日常的教学、管理秩序构成了不
小的影响。在此背景下，继续让基
层学校自己出头、自己负责、做自
选动作，必定是不合适的。主管部
门，有义务阐明态度、统一要求。

围绕“学生手机管理工作”这
件“小事”，教育部专门印发文件，
这是很少见的。这份《通知》除了
直截了当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
准带手机入校”，还事无巨细制定
了一系列的配套细则。对学生而
言，这既是“约束”也是“保障”，诸
如设立“校内沟通电话”“班主任沟
通热线”等，一定程度满足了学生
和家长通信联系、信息获取的需
求；而对学校来说，这既是“赋权”
也是“规范”。“严管手机”有了法规
依据的力挺，与此同时“乱作为”的
空间则被极大压缩了。

事实上，很多国家早已立法在
禁止中小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类禁令的适
用对象，往往限定为是“智能手机”
或者是“带上网功能的手机”。与
之相较，教育部新近发布的《通
知》，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试
问，“电话手表”或者传统的“功能
手机”，该如何定义？是“一视同
仁”还是有必要区别对待？这实则
有赖于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进一
步给出具体的解释和说明。

严管也是厚爱，对于中小学生
使用手机，教育部及时出手，值得
肯定。只是，从逻辑自洽的角度审
视，有效区分并分类处置学生群体
的基础通信需求以及“娱乐消遣社
交”需求，或许才能让这一新规更
加完善和适用。

4年前，余姚市万里世纪豪庭小
区居民人均每日用水量 104.3 升。
2020年，该数据降至90.3升，远远低
于浙江省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每人每
日120升-180升的定额标准。换句
话说，目前该小区按照省里定额最高
标准节约下来的用水量，可以供他们
再使用一年！

2月1日《宁波晚报》

节约用水，不浪费任何来之不易
的宝贵资源，是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
美德。从眼下宁波越来越严重的旱
情来看，节约每一滴珍贵的水资源，
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万里世纪豪庭小区居民节约用
水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而是社区、物业和居民齐心
协力，总结、复制和推广节水达人的
节水经验，共同创建节水型小区，从
而创造了难能可贵的“节水神话”。

阿拉宁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但
由于种种原因，容易造成阶段性、季

节性缺水。前不久，《宁波晚报》报道
说，于长时间少雨干旱，我市水库蓄
水大幅减少，甚至有多座淹没于水库
底部的宁波老桥，因水位空前降低而
重见天日，节约用水迫在眉睫。

近年来，我市在全面推进节水型
社会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积
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比如提升农田
灌溉水有效利用率、利用智慧供水系
统降低自来水跑冒滴漏、开辟城市第
二水源、创建节水型小区等，取得了
显著的成效。

但是，在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方
面，总体来说还比较粗放，倡导节约
用水，进一步提高用水效率还有许多
工作可做。除了要努力提高公众的
节约用水、高效用水意识，更好地保
护水资源，还要完善机制倡导全社会
节约用水，从工业、农业和居民生活
等各个方面深入开展节水行动，让有
限的水资源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创
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更好
地造福于我们自己。

27秒救人短视频温暖人心
“短视频”就要多传播“真善美”
郭元鹏

全民参与节水行动刻不容缓
郑建钢

现行的“丧假制度”已经使用了40多
年，跟不上时代的需要。比如：丧假仅限
于直系亲属和配偶，未包括岳父、岳母、公
婆等关系密切的亲属。考虑到不少丧事
由女婿、媳妇办理，将岳父母、公婆排除在
法定丧假之外显然不妥。有律师认为：沉
睡的“丧假制度”不符合公序良俗，有违最
新民法典倡导的基本原则，亟须改革。

2月1日《工人日报》

执行40多年的丧假
需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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