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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被生僻字所累”
既要温柔相待又要自省自制
杨朝清

晚报评论邮箱：
nbwbplpl@163.com

最近，四川凉山州出现持续
晴热高温天气。5月29日，凉山
州大部地区出现今年以来的最高
气温，个别地方最高气温达到
42℃。受高温少雨天气影响，凉
山州会东县城镇居民生活饮用水
水源告急。当地自来水公司发出
呼吁广大市民节约用水的通知，
其中一条“过于频繁洗澡并不对
皮肤健康有好处，每月以2次-4
次最为适宜”的建议，引发市民关
注和热议。 5月30日央广网

当地近期出现了高温少雨的
天气，导致饮用水源告急，所以自
来水公司呼吁广大市民节约用
水，这无可厚非。即便没有出现
高温少雨、饮用水告急的情况，从
节约资源的角度来看，也应该倡
导居民节约用水。但是自来水公
司建议居民每月洗2次-4次澡，
还是引发了当地居民和网友们的
质疑。

面对质疑，自来水公司也进
行了解释，表示并不是说大家一
个月只能洗2次-4次澡，市民也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用水，主要目

的是倡导市民节约用水。这样的
解释也说得过去，况且按照一些
医学专家的说法，洗澡太频繁，或
者是洗澡时间太长，对身体可能
确实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尤其到
了冬天，每月洗2次-4次澡是合
适的。

问题就在于，冬天和夏天显
然不同，一般而言，天气越是炎
热，人们洗澡的频率也就越高，因
为炎热天气之下，人很容易出汗，
尤其是在运动、劳动过后，冲个澡
不但身体干净，精神上也清爽了
许多。这也是为什么当地自来水
公司倡导居民少洗澡引发质疑的
原因，因为现实中很难有人做到
在三四十摄氏度气温的炎热夏
天，每个月只洗几次澡。

这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
倡导节约用水没有问题，但是眼
睛别只盯着居民的“洗澡水”，不
能只靠居民“少洗澡”。一个城市
的正常运转，需要用水的地方很
多，那么从节水的角度来看，需要
做的工作自然也有很多。比如高
温少雨的天气，同样也是洗车的
高峰期，洗一辆车的用水，要比居

民洗一次澡的用水多得多，在这
种情况下，能否引导洗车店采用
新的洗车技术，节约用水？或者
是引导有车一族，在缺水的特殊
时期，减少洗车的频率，以节约用
水？

这只是以洗车举个例子，实
际上围绕节约水资源的问题，我
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还有很
多地方值得改进。回到居民洗澡
的问题上，如果一个城市的几十
万、几百万人口真的减少洗澡频
率、缩短洗澡时间，对于节约用水
确实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
在炎热的夏天，这又很难完全做
到，怎么办？其实也有办法，那就
是大力倡导居民以搓洗代替原来
的淋浴。如果说以淋浴的方式洗
一次澡需要用到 5 盆水，那么以
擦洗的方式洗澡，大概只需要用
到一盆水即可。这样一来，既达
到了洁净身体的作用，同时也实
现了节约水资源的目的。

倡导节约用水无可厚非，但
是需要尽量减少对居民正常生活
的影响，才能得到居民的理解与
支持。

三江热议

近日，浙江宁波网友顾女士
反映，因孩子名字中有个“朶”
（duǒ）字，结果在宁波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外滩院区看病时总是遇
挫。医院工作人员回复称，处理
生僻字需要当事人把社保卡拿到
医院，由相关人员在系统上操作
授权，目前已联系顾女士并约定
了时间。公开报道显示，我国有
6000万人的姓名中有生僻字。

5月29日《宁波日报》

在一个注重符号互动的时代
里，给新生儿取名字承载着长辈
们对孩子们的美好希冀与殷切期
盼。一些家长热衷用生僻字给孩
子取名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让
名字既有区分度、辨识度，也让名
字包含美好的寓意，从而彰显原
生家庭的文化底蕴和审美能力。
为了标新立异，一些家长在使用
生僻字上越走越偏；殊不知，这样
会带来诸多不便，“被生僻字所
累”成为一种尴尬的现实。

既要古风古韵，又要寓意深
远还不能和别人重名，生僻字就
成为不少家长给孩子取名字的选

择。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需要识
别和读取生僻字的场合有许多；
虽然很多生僻字在公安人口信息
专用字库能够找到，但有些生僻
字在别的信息系统中尚未被收
录，出现“被生僻字所累”在所难
免。哪怕就是收录生僻字最多的
公安人口信息专用字库，也有少
数生僻字没有被收录。

“被生僻字所累”呼唤公共服
务信息系统打破数字鸿沟，将生
僻字数字化，以切实便民利民；这
不仅需要技术支撑，也需要公共
部门重塑和更新“意义之网”。面
对小众群体的特殊性利益诉求，
公共部门究竟是以技术问题为挡
箭牌，还是下大功夫去体谅和成
全？科技理应让生活更美好，而
不是束缚人们；公共部门也要“想
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所急、应老
百姓所需”，将生僻字姓名纳入数
字化系统。让每一个人都不因姓
名被歧视与排斥，让含有生僻字
的姓名在数字中国畅通无阻，是
公共服务应有的姿态。

给孩子取名字是老百姓的权
利，一些人过于在意名字的符号

功能却本末倒置，让新生儿名字
越来越花哨、越来越生僻。一方
面，对于姓名中已经含有生僻字
的人们，公共服务应该给予包容
与接纳；另一方面，那些尚未取名
的家长，对生僻字可以少一些迷
恋，不要被姓名的符号功能牵着
鼻子走。

莎士比亚曾在《罗密欧与朱
丽叶》中写下这样一句：“我们叫
做玫瑰的这种花，要是换个名字，
它的香味还是同样芬芳。”毕竟，
不是取个好名字就一定带来好
运，好名字的衡量和评价标准也
在不断变化。在一个变动不居的
时代里，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
方式在不断转变，对好名字的理
解和认知也在不断变化。

那些“被生僻字所累”的人
们，需要公共服务的“温柔相待”；
那些尚未给孩子取名字的家长，
没必要趋之若鹜地偏好生僻字。
说到底，名字并非越标新立异越
好，生僻字的作用没必要被人为
夸大。只有保持理性、成熟的平
常心，新生儿取名中的生僻字才
会逐渐减少。

多些儿童友好型的
“读书节”
郭元鹏

5月28日下午，宁波市第十
九届未成年人读书节暨第五届阿
拉童话节在宁波图书馆永丰馆三
楼报告厅正式启动。这个读书
节，积极注入“儿童友好”理念，不
断探索个性化、差异化建设，正确
引导宁波广大未成年人进行阅
读，养成一生的良好阅读习惯。

5月30日《宁波日报》

儿童友好，是眼下最为火热
的一个词儿，各地城市都在积极
打造儿童友好城市。儿童友好
城市涉及的内容很多，比如“一
米高度”的关爱，比如儿童设施
的配置等。不过，还有一项儿童
友好是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

“阅读友好”“文化友好”。从这
个角度而言，已经走过了18个春
秋的宁波未成年人读书节意义
是非凡的。

为何这个“读书节”还被称之
为了“童话节”？这里的“童话”并
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童话故
事”，而倡导的是：以童心对待儿
童阅读，以童言对待儿童交流，以
童趣对待儿童诉求。简单一句
话，这个未成年人读书节所选择
的书籍，所采取的形式，所拓展的
内容，所倡导的阅读，都是“最适
合孩子的”。例如说，在未成年人
读书节上，就实施了精细化的“分
级阅读”“分龄阅读”。涉及少年
儿童阅读的书籍很多，但是并不
一定都适合所有年龄段的孩子阅
读，只有实现了“分级阅读”“分龄
阅读”才能让书香阵阵真正发挥
作用，真正融入孩子的生活，真正
起到“享受阅读”“爱上阅读”“兴
趣阅读”的作用。

阅读是少年儿童成长的养
分，我们在倡导少年儿童阅读的
同时，一定要关注书籍的内容、书
籍的质量，需要让涉及少年儿童
的“读书节”不再是“读书劫”。比
如说，一些“有毒书籍”不仅不能

“诲人不倦”，还“毁人不倦”，需要
有关部门做好拦截工作。“读书
节”还需要是儿童友好的“童话
节”，无论是授课者还是推广者，
都需要多些“童言童语”的沟通交
流，让孩子听得开心、读得惬意。

“悦读童年”，需要我们用新
时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优秀作品去

“炫彩童年”，为孩子们一起开启
一段有关童年、未来、梦想与成长
的阅读旅程、阅读体验。让“童话
节”成为儿童友好阅读的“新封
面”！

节约用水不能只靠倡导居民“少洗澡”
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