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北京颐和园一名保洁员的 “贯口” 视
频火了。 这位保洁员名叫张旭， 主要负责颐和园
四大部洲附近的保洁工作。 当天他发现有游客拿
着书在讨论四大部洲， 但有的内容说错了， 于是
上前进行了简单交流， 并向游客详细介绍了四大
部洲和八小部洲等知识。

点评： 不得不感叹这位保洁员的古建知识渊
博， 被网友称为 “最强扫地僧”。 在采访中， 张旭
说自己对古建知识很感兴趣， 自己在颐和园就是
来学习的， 他要活到老学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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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在海拔4060米的中吉1号界碑旁护边员毛拉
艾麦提·提里万迪光荣退休 （离岗）。 今年60岁的
毛拉艾麦提·提里万迪是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吐木秀
克镇协和勒村村民。 自15岁开始， 毛拉艾麦提一
边给家里放羊， 一边为祖国放哨。 此后的45年 ，
从少年到花甲， 从牧民到民兵再到护边员， 他将
一生的时光献给了祖国边境。 大雪纷飞中， 他深
情亲吻界碑， 这一刻， 令人动容。

点评： 45年的坚守， 是信仰的力量， 也是一
个中国人对故土、 对家园最朴素最真挚的热爱，
为毛拉艾麦提大叔点赞。

重庆就有这样一个外卖小哥， 每天拄着拐杖
送外卖。 重庆的外卖小哥陈登超因为12岁的一场
小儿麻痹症， 左腿完全萎缩， 只能依靠拐杖才能
走路， 即便如此小哥仍然坚持送外卖。 外卖靠的
就是速度， 小哥的右腿已经可以熟练地和拐杖配
合了。

点评： 生活总是有各种不如意， 正如这位外
卖小哥， 虽然身残， 但他没有抱怨， 一切靠自己
坚强的意志努力前行， 加油！

近日， 一对八旬夫妇接到一通电话， 称他们
在部队工作40年的战友急需一笔钱做手术。 两位
老人到银行准备将所有积蓄转出， 银行担心老人
遭遇电信诈骗， 于是报警， 最终跟民警合作成功
保住了老人的钱。

点评： 为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的银行工作人员
点赞。 现在的骗子的各种套路真是防不胜防， 人
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别让骗子得逞。

浙江嘉兴海盐， “清锋” 铁骑队员蒋夏军巡
逻时， 发现一名老人拄着拐杖弯着腰独自一人缓
慢走在斑马线上还未走过半程红灯就亮了， 情况
很危险。 蒋夏军立即停车快步来到老人身边， 示
意周围的车辆让行， 同时用身体为老人挡住左侧
来车， 直至安全通过。

点评： 相信有了铁骑队员的守护， 老人这段
险途立刻变成了坦途， 每迈一步都让人无比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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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感拉满

颐和园“扫地僧”火了！
这座园林的魅力也火了

拄着拐杖送外卖
小哥每天单腿走上万步

大雪纷飞中
45年护边员深情告别界碑

骗子打“救战友”亲情牌
警银合作成功拦截劝阻

绝不能听任低俗的
网络烂梗在小学生中弥漫

虽然自身是学语言出身， 多年来也一直关注
流行文化， 但当我听到有的小学生张口闭口说
“我没k” 时， 也有些困惑。 有媒体报道说， 当小
学生满口 “我没k” 时， 老师都说这课没法教了。
不久前， 近期， 一场引导小学生理解 “网络烂
梗” 的班会火了。 面对一见 “背带裤梗” 就发笑
的小学生， 南京市浦口区车站小学的语文老师朱
文洁上了一堂生动而发人深省的班会课， 引导孩
子们不盲从热点， 学会反思日常生活中网络语言
的使用， 学习正确使用语言， 文明进行交流。

由此， 相关话题 “小孩爱说的烂梗越来越多
了” “小学生把拴Q之歌写进作文” 亦成为社会
热点新闻。 此外， 类似于 “鸡你太美” “你这
个老六” “栓Q” 的网梗， 纷纷出现在小学生的
口头禅里， 甚至是作文、 美术作业、 课桌涂鸦
上 ， 这些低俗的网梗俨然成为了小学生之间的
“顶流”。

“梗” 作为网络语被频繁使用， 还是近几年
的事。 本来是指幽默的包袱， 并非是其本意 “根
部” 的意思， 通常用于流行事物比如综艺、 动
漫、 电视剧等。

“我没k” 也是一样。 经查， “我没k” 这个
梗源自博主云南权妹唱的一首郑秀文的经典歌曲
《眉飞色舞》。 在歌的前奏部分， 权妹为了活跃气
氛对鼓点进行了云南特色化翻译， 引起了巨大的
反响，被戏称为“恐龙扛狼”歌。 权妹在歌中唱的
“我没k”， 实际上是当地方言 “walk my cave” 的
谐音。 可见这个词是无厘头， 没有特殊的含义。
显然， 这样一句没有什么意义的词突然流行， 也
正说明网络流行文化的不确定性、 即时性。

小学生正处在开眼界、 长知识、 求关注的关
键时期， 此时， 生性好动、 喜欢模仿和新奇。 因
此， 当一些网络烂梗铺天盖地地出现在网络上
时， 作为网络原住民的小学生， 就会热情地、 稀
里糊涂地接受。 在他们眼里， 似乎越搞笑越能活
跃气氛， 以此增强在小伙伴中的话语权。

所谓的 “老六” 最初出现在游戏里面， 指的
是游戏中的自由人， 即水平高超， 如隐形人一般
给人一种出其不意的感觉， 后来在现实中变成了
“喜欢玩阴险手段的人。 “鸡你太美” 来自于对
蔡徐坤参加 《偶像练习生》 节目片段的恶搞， 蔡
所表演的歌曲中有一句 “只因你太美”， 因为发
音相似， “只因” 被恶搞为 “鸡”。

上述这些代表性的网络烂梗， 都是网络语言
的俗不可耐的表现。 虽然说些网梗可能在小学生
中间产生语境 “幽默”， 活跃气氛， 但如果以喜
欢用烂梗来作为日常用语的习惯， 就会形成一种
语言固化思维， 久而久之就会不自觉地在语文答
卷、 作文中出现， 最终会影响青少年的学习成
绩， 甚至会在现实生活中语无伦次， 丧失语言表
现力， 出现文字失语。

应当看到， 对网络语言， 社会各界从来都是
宽容对待， 一些优秀的网络语还会每年被有关机
构盘点， 被官方报告所使用。 但是网络烂梗其实
就是网络语的糟粕， 将故意用错别字、 写同音字
竟然也当成了一种流行。 这种低水平的梗， 不仅
烂， 还散发恶臭气息。 小学生如果以网络烂梗为
语言时尚， 不仅不利于自身的健康成长， 还容易
对自身价值观、 思维体系、 语言体系带来恶劣的
影响。

因此， 全社会都要对此高度警惕， 筑起防范
治理堤坝， 学校、 家庭、 监管部门都要采取行之
有效的举措， 让小学生远离这些网络烂梗， 净化
我们的语言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