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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厂房仓库
低价出租厂房仓库3000平方米，

可分租，水电齐全，沧州市南10公里，
紧靠新104国道。电话：15100818128

要想毁掉一个孩子，请给他
一部手机——认同这句话的家
长不在少数。《2019年全国未成
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
显示，我国农村未成年人互联网
普及率为 90.3%，其中 93.4%的
农村未成年人使用手机作为上
网设备。

记者调查发现，农村未成年
人沉迷手机现象愈发严重，有的
孩子甚至借上网课、做作业之名
欺骗家长，以达到长时间占用手
机的目的。不少农村家长由于缺
乏防沉迷意识和手段，眼看着自
家孩子被“网”住却无计可施。

家长称“不出事就好”

“现在的孩子们，在家基本
下了饭桌就躲进房间玩手机。”
许先生感觉一到节假日，附近的
孩子都在玩手机。他无奈地表
示，如今他的底线是“不出事就
好”。

许先生是中部某省份的一
名农村家长，大儿子已经成年，
12 岁的小儿子正读六年级。在
许先生提供的视频中，记者看
到，兄弟俩一人一个角落对着书
桌玩手机，哥哥在刷短视频，弟
弟在玩“和平精英”。

许先生口中的“出事”指的
是弟弟。2019年的国庆假期，弟
弟用妈妈的手机玩了几天游戏，
充值 10000 多元。“他妈妈手机
是绑定了银行卡的，充值不用密

码，原本卡里有 13000 多元，最
后只剩下 2000元。”许先生说，
他们发现孩子充值的事情已经
是次年春节，最终和腾讯客服申
诉后追回7000多元。

许先生告诉记者，经过客服
查询，小儿子当时用妈妈的微信
账号玩了包括王者荣耀在内的
多款游戏，现在涉事账号已经被
封号处理。“他妈妈手机也不敢
再绑定银行卡了，小孩子对卡里
的数字没概念，觉得不是钱。”许
先生说，镇上有两个朋友的孩子
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记者询问弟弟的游戏账号
是谁的，许先生回答说“是哥哥
给的”。“现在小孩比我们还懂这
些，弄个账号根本不是问题，我
们也没法知道他有多少个账
号。”许先生注意到，封号事件之
后，小儿子还曾经用QQ账号登
录过王者荣耀。

家长“折戟”手机争夺战

“拿到手机是第一回合，长
时间占有手机是第二回合，不被
发现玩游戏是第三回合。现在家
里基本都有旧的智能手机和
WiFi，家长几乎完败。”家长陈女
士给记者讲述了自家“熊孩子”
两件让她哭笑不得的事。

一次，她发现孩子在假期偷
偷把家里淘汰下来的旧手机全
都充满电，躲在房间里玩，只要
大人进房间就假装在看电视。还

有一次，她带孩子逛街让孩子帮
忙拿一下手机，试衣服的时候从
镜子里看见孩子拿着手机冲她
比划，后来才知道是在扫脸解
锁。

为什么大多数农村家长在
手机争夺战中“折戟”？

一是监护人缺乏防沉迷意
识和手段。李春燕是江西省万安
县百嘉镇黄南村留守儿童的“童
伴妈妈”。在她看来，留守儿童沉
迷手机的现象更严重。李春燕
说，爷爷奶奶们并不清楚手机里
能装什么，甚至分不清网课和游
戏的区别。有的孩子还拿老人的
身份证注册游戏账号，骗老人刷
脸通过防沉迷系统的验证。

二是新的学习方式带来的
冲击。去年疫情期间，“停课不停
学”，中小学生大规模开展线上
学习指导与服务，取得积极成效

的同时也带来了新隐忧，一些孩
子的“网课”沦为“游戏课”。

正在读高中的留守孩子小
李告诉半月谈记者，利用网课时
间打游戏的同学不在少数。“网
课页面和游戏页面可以来回切
换，但时间长了要重新登录。我
们寒假期间一天 4节网课，老师
要求记笔记，不然玩游戏的时间
更多。”小李说。

防沉迷仍需多方联动

受访对象认为，要解救被
“网”住的农村娃是一项社会性
工程，还需互联网企业、家长、学
校等多方共同努力，形成统一联
动的健康上网机制，降低农村娃
的网络沉迷风险。

一是通过制度建设倒逼互
联网企业完善防沉迷机制。上海

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阮新
怡认为，防沉迷系统漏洞百出的
主要责任在平台服务运营商，法
律未明确网络服务平台对实名
认证等信息进行实质性的审查
义务，仅规定网络游戏企业承担
用户实名注册义务，这使得注册
账户和游戏主体可能存在“两张
皮”现象。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
法规，促使平台履行实质性审查
的义务。

二是监护人及有关方面应
强化防沉迷意识，疏堵结合，引
导孩子丰富现实生活。南昌心航
悘舍援助中心主任、心理学家黄
钰轩认为，一方面，家长有义务
引导孩子拥有广泛的兴趣爱好，
可以有限制地允许孩子使用电
子产品，一味期待其自我管理是
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可以考虑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依托
社会组织为农村留守儿童丰富
暑期生活。

三是农村地区使用线上教
育资源利大于弊，但建好平台还
需用好平台。李春燕建议，完善
学校使用的线上教育平台的功
能，让孩子上网课时无法通过切
换页面来瞒天过海。中国教育科
学研究院专家储朝晖认为，应充
分考虑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自控
能力，有针对性地制定有区分度
的线上作业规划，不鼓励中小学
尤其是低年级的学生采取线上
方式完成作业。

据《半月谈》

想毁掉一个农村娃,就给他一部手机?

这个“五一”假期，铁路接
触网遭异物侵扰与大风相伴频
上热搜。短短 4 天，京广高铁、
京津城际、京沪高铁、京哈铁路
线、津山线供电接触网纷纷“中
招”。这些捣乱的异物包括农用
地膜、彩钢板、防尘网等。为何
铁路接触网这么怕大风、怕“异
物”侵扰？接触网真的很“脆弱”
吗？有什么办法可以进行防护？
高铁沿线“安全红线”如何守
好？铁路专业人士向记者进行
了详解。

高铁为何这么怕
大风、异物侵扰？

北京供电段接触网技术科
副科长何成林告诉记者，高铁
列车运行，电是唯一的动力，
高铁接触网是动车组动力来
源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正 常 工 作
时，接触网带电设备对地电压
27500 伏。从材料类型来说，对
接触网造成影响的异物分为
两种：一种是导电型异物，比

如锡箔纸、含金属丝的风筝线
等 ，如 果 一 端 接 触 到 供 电 线
路，另一端接地，就会造成接
触网短路跳闸，从而导致动车
组失去动力；另一种是绝缘型
异物，虽然不导电，但是一旦
侵入高速行驶动车组的受电
弓动态包络线，也能瞬间造成
受电弓故障，使动车组无法从
接触网获得电流，导致动车组
没电。

何成林介绍，一旦这些异物
侵入，一般有两种办法解决。对
于个头较大的异物，需要首先将
线路上列车停车，接触网设备停
电，牵引供电专业人员进入铁路
护网，在做好相应安全措施后人
工进行清理，特别大的异物往往
还需要调动接触网作业车辅助
操作。

对于比较小的轻飘物，专业
人员可以通过登乘动车组的方
式，反向乘坐至故障点进行人工
操作，这类故障处理较快。此外，
一些特别小的异物，如果对运行
影响不是很大，会采取受电弓降
弓运行、通过异物点位后再升弓

取流的方式，减小对运营造成的
影响。

接触网很“脆弱”吗？

记者了解到，接触网设备
本身稳定性比较强，目前存在
的问题是外来风险因素太多且
不稳定。何成林举例说，供电段
负责沿线“潜伏”轻飘物的治
理，这些轻飘物包括工地防尘
网、农村塑料大棚、菜市场的塑
料包装袋，甚至还包括很多风
筝线。“这些外来物动态性极
强，特别不好控制。毕竟铁路除
了部分隧道区段，都是露天开
放式环境，经过城区、村庄就会
存在各种隐患。”

据介绍，目前对于异物来
扰，铁路部门主要靠人防，通过
定期安排人员沿线巡视、登乘
机车巡视等对异物进行巡视检
查。记者了解到，科研单位正在
研究通过卫星图像对比分析确
定铁路沿线周边新增“潜伏”轻
飘物，从而提前研判加大提示
力度。

如何守好高铁沿线
“安全红线”？

事实上，铁路部门有着明确
的“安全红线”要求，根据交通运
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高速
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在高
速铁路线路两侧各 500 米范围
内，不得升放风筝、气球、孔明灯
等飘浮物体，不得使用弓弩、弹
弓、气枪等攻击性器械从事可能
危害高速铁路安全的行为。

同时，在这个 500 米范围
内，线路两侧的塑料大棚、彩钢
棚、广告牌、防尘网等轻质建筑
物、构筑物，其所有权人或者实
际控制人应当采取加固防护措
施，并对塑料薄膜、锡箔纸、彩钢
瓦、铁皮等建造、构造材料及时
清理，防止大风天气条件下危害
高速铁路安全。

北京工务段综治内保科科
长任大兴告诉记者，铁路内部把
可能影响接触网的物体分为轻
飘物和硬飘物，其中工务段负责

对区段沿线彩钢板这类“潜伏”
的硬飘物进行治理。从4月30日
大风预警发布开始，仅该段就有
五六十人每天在不同工区步行
巡视，同时还通过“添乘”机车方
式巡检，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

任大兴坦言，铁路部门虽然
已对沿线存在的彩钢棚等定期
调查建立了台账，但是许多施工
单位这类建筑物是动态变化的，
施工成本也很低廉，“今天检查
时候没有，明天忽然冒出来了”。
由于个别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施
工企业“红线意识”不强，往往会
出现加固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从
而形成影响铁路运行的安全隐
患。

除了彩钢板，铁路部分区段
附近的危树也是任大兴的一块
心病，在日常检查中，存在个别
地方管理部门不重视、不配合铁
路部门的情况。“铁路部门毕竟
是企业，管理办法真正要落实到
位，还必须有地方政府部门的重
视，联合起来加大执法力度。”任
大兴说。 据《北京日报》

高铁接触网为何怕大风
专业人士详解如何防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