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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崔春梅 通讯
员 周昳）近日，河间市城垣西路街
道办事处曙西社区与怡欣社区开展
了“提升家庭科学素质，科普宣讲进
社区”活动。

此次活动以“科学育儿·尊重差
异”为主题。社区工作人员特别邀请
专家深入浅出地为家长讲解了如何
提升交流品质、怎样拉近亲子亲密
关系等。专家用生动的案例让家长
们深刻认识到科学育儿的重要性。
很多家长表示，通过此次活动，他们
学会了如何用正确有效的方式与孩
子沟通，学到了很多实用的家庭教
育知识。

本报讯（记者 刘冰祎）近日，
新华区建新街社区开展“欢聚共温
情”邻里活动，邀请居民到社区一起
做美食、品美味、话家常。

活动当天，社区工作人员早早
到市场买回各类食材，并提前准备
好面粉、擀面杖、砧板等工具。居民
们洗净手后有序分工，有的择菜、洗
菜、调馅，有的和面、擀皮。大家围坐
在桌前，边包饺子边聊天，气氛愉悦
又温馨。

一盘盘晶莹的水饺陆续上桌，
大家趁热品尝起来。“跟这么多邻居
一起包饺子、吃美食，感觉很高兴，
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样的活动。”居
民王女士说。

新华区建新街社区

请居民品美食

河间市城垣西路街道办事处

教居民学育儿知识

“六”“奥利给”“2333”……
这些词时不时从上学的孩子嘴
里蹦出来。如果不上网搜索，恐
怕很多家长都不知道这些词是
啥意思。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网
络“黑话烂梗”在孩子之中流传，
起源和传播环节多与网络游戏
和短视频平台等有关。

饭桌上作文中都在用

“隔段时间嘴里就蹦出来个
新词，都不知道从哪儿学的。”提
起正在读小学 5年级的女儿，市
民赵女士有些焦虑。

赵女士说，女儿性格外向，
在学校和家里都是大大咧咧的。
之前，在家写作业时写错了字，
或者手里的笔掉地上了，孩子随
口就冒出一句“芭比Q了”。

一开始，赵女士没在意。暑
假期间，赵女士和朋友带着孩子
们去露营。孩子们玩耍时，动不
动就说“你个老六”。赵女士说，
她问过孩子“老六”什么意思，孩
子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好
玩，而且“大家都在说”。

有相同感受的，还有身为初
中生家长的刘女士。这些年，刘
女士从孩子口中听了不少“黑
话”。这些“黑话”有的是首字母
缩写或者纯数字组合，有的则是
读音近似却含沙射影“骂人”的
词汇。“网络上新词很多，有时听
到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就拿出手

机悄悄搜索，搞清楚到底是什么
意思后再去和孩子沟通。”刘女
士无奈地说。

孩子喜欢说一些网络“黑
话”，老师也有所体会。当过两次
小学班主任的张女士说，随着手
机、平板等的普及，孩子们确实
能够掌握到不少“黑话烂梗”。

“什么词汇流行就说什么，课间、
上学前或者放学后，是传播的高
频时间段。”相对于其他普通老
师，身为班主任的她对这种现象
的感触更深一些。

最让张女士难忘的是，有一
名学生竟然将“奥利给”写到了作

文中。当时，张女士就在上面做了
两点批注。“第一，这个词不能这
样用。第二，即使这样写，考试时
也不会拿分。”她发现，所谓“黑话
烂梗”也有所区分。有的词义是比
较中性的，无所谓褒贬，但多数是
经过了读音、语义以及字母等的

“变种”，引申作为其他意义使用。
“有些词语明显不利于孩子学习
和交流。”张女士感叹着说。

网络梗变种多速度快

孩子们口中流传、高频使用

的“黑话烂梗”，到底来自什么地
方？多位家长和老师都谈到了互
联网的影响。

一些网络“黑话烂梗”之所
以流行，与孩子们频繁接触电子
设备，以及“校园社交”的互相学
习、模仿等多重因素有关。“可能
一开始班里只有很少的孩子讲，
后来大家觉得好玩，讲某些‘黑
话’和‘烂梗’的人就多了。”一名
老师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于
有的“黑话烂梗”，家长并不十分
紧张。“互联网变化迅速，‘黑话
烂梗’有其生命周期，短则几个

月，长则一两年，然后又出现一
批新的‘黑话烂梗’。有的孩子虽
然嘴上说，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含
义。”一位家长说。对于贬义词、
拼音和汉字“混搭”、涉及人身攻
击侮辱等不规范的“黑话烂梗”，
家长、老师都认为不应该在孩子
之间流行。

近日，有关部门印发通知，
开展“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
使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歪曲
音、形、义，编造网络“黑话烂
梗”，滥用隐晦表达等突出问题。

市区一名小学班主任介绍
说，只要老师们发现孩子们说

“黑话烂梗”，都会及时制止。也
有老师表示，孩子说“黑话”时，
都会有意识地躲避老师，家长的
及时干预和教育也十分重要。

“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一
些新奇的语言、新奇的文化总能
刺激和吸引他们。”沧州师范学
院教育学院院长苟增强说，“黑
话烂梗”表面看新奇、感染性强、
变化快，但更深层面是孩子们那
种寻求独立群体文化，逃避与成
年人交流沟通，要与成人社会保
持距离的心理。这容易影响到孩
子的规范养成和身心成熟，不利
于孩子融入社会。

苟增强建议，各互联网平台
和主播等从业者应多一些自律，
减少不严肃、不规范内容传播。
家长和学校也要提升孩子的网
络素养，教他们分辨和认清问题
实质，多掌握标准化、有价值的
语言和文字。

本报讯 （记者 孙亮）近
日，新华区鼓楼上城小区内
发生了惊险一幕：6岁男孩斌
斌（化名）不慎被冬枣卡喉。危
急时刻，65岁的医院退休职工
徐建庆快步上前，用“海姆立
克法”对他进行施救，最终化
险为夷。

昨天，斌斌的奶奶尹女士
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经过。当天

下午 4点多，她带着斌斌在小
区里玩耍。斌斌一边吃冬枣，
一边和其他几个小朋友蹲在
地上玩卡片。不知什么原因，
斌斌突然站起来和另外一名
男孩追闹起来。

这时候，尹女士发现斌斌
突然弓起身子，用手扶住了脖
子。她感觉不对劲，赶紧跑了
过去。尹女士发现，斌斌张着

嘴巴，脸憋得通红，已经说不
出话来。“坏了，卡住东西了！”
尹女士赶紧给孩子拍背，可是
没起什么作用。

这时候，一名男子小跑着
过来。问明情况后，他马上用手
臂环绕住斌斌的腰部，然后握
住拳头不停收紧孩子的腹部。
做了几次这样的动作后，斌斌
吐出了一块带有枣肉的枣核。

男子又给他拍了拍背部，发现
没有异常后才离开。

事后，尹女士一家打听到
那名男子的住处后上门致谢，
这才知道他叫徐建庆，是沧县
医院后勤部门的一位退休职
工。“之前，我在医院跟同事学
过‘海姆立克法’，没想到真派
上了用场。孩子没事就好。”徐
建庆笑着说。

孩子喜欢说，家长听不懂，老师挺头疼——

“黑话烂梗”带偏小学生
本报记者 杨玉霞

6岁男童被冬枣卡喉遇险

邻居用“海姆立克法”救了他

新闻边角

免费红包
本报记者 杨玉霞

“养生大师”讲到哪儿，沧州市民
王玉华的笔记就跟着写到哪儿。一节
课结束，她顺利完成每节课后的答题
并领到0.6元红包。在听课的时候，70
岁的王玉华还下单了原价999元1
盒、现价299元6盒的灵芝孢子粉。

一年前，王玉华被邻居拉到各
种微信群内。得知加入群聊后可以
在线下领鸡蛋、线上听课领红包，
退休在家的王玉华开启了在手机
上听课、答题、下单购物的生活。

为了能多领红包，王玉华还拉
上老伴一起听课。他们消费的产品
从十几元到几千元的都有。

一开始，王玉华的女儿对老人的
行为并没有在意。很快，家里就出现
了各种瓶瓶罐罐——驼奶粉、孢子
粉、益生菌及各种鱼油……在主播

“包治百病”“防老防慢性病”等一声
声“吆喝”中，王玉华一次次下了单。

“老人花钱事小，如果吃了这些
不知名的东西对身体有影响就不好
了。”王玉华的女儿李女士无奈地说，

“免费领红包只是诱饵，他们的最终
目的是让老年人购买各种保健品。”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主播利用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吸引老年人
到店免费领取鸡蛋、小礼物等。他们
会想法让老年人加入微信群，再通
过线上直播、答题、领红包等吸引老
年人参与。那些所谓的“养生专家”
故意向老人散播健康焦虑情绪，夸
大其词地推销各类保健产品。

日前，新华区欣欣家园社区组织社区工作人
员和志愿者清理辖区内的垃圾、杂物，清除楼道里
的小广告。 刘冰祎 刘琳琳 摄

一些网络一些网络““黑话烂硬黑话烂硬””流行流行，，与孩子们频繁使用电子产品有关与孩子们频繁使用电子产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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篷布、格栅、土工布、土工膜、无纺布、绿化用
品、防汛沙袋。电话：3503972、135827273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