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新落成的北京大学 “南门驿站” 揭牌。
该驿站内设置约300个外卖取餐柜。 同时， 驿站
内为外卖员提供休息、 饮水、 充电、 读书等服务，
开放首日便收获了北大学子的 “点赞”， 据了解，
此次亮相的北京大学 “南门驿站”， 也是海淀区推
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友好” 模式的重要举措。

点评： 此举对新就业劳动者“友好”，于学生和
教职工来说方便，新晋北大南门驿站值得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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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318川藏线被誉为 “中国最美景观大道”。 徒
步、 骑行、 自驾， 早已不是新鲜事， 但有一个人，
开着挖掘机上路了。 今年3月18日， 安徽马鞍山
当涂县的许飞从家里出发， 开着一辆轮式挖掘机，
沿318国道前往西藏。 历时一个半月， 他于4月30
日抵达拉萨。 5月11日上午， 许飞已经抵达珠峰
脚下， 总行程接近5000公里。

点评： 相信许飞的故事让不少人感动， 工作
之余， 放松一下， 实现梦想收获快乐， 不错， 但
值得注意的是， 专家提醒不建议开挖掘机去西藏。

近日， “一女生在高铁列车清洁袋上向陌生
人留言并得到回复” 的帖子引发关注。 在社交平
台上， 很多网友晒出了自己曾在高铁清洁袋上写
下的留言或者收到过的留言， 小小的清洁袋成了
“高铁漂流瓶”， 年轻人在上面写下他们的旅途见
闻、 对未来的期许和对陌生人的祝福。

点评： 在高铁清洁袋上随机写些心里话， 然
后塞回去， 等待下一个旅客拆看…… “高铁漂流
瓶” 让一段旅途变得美好又浪漫。

近日， 江苏全省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正式
推行普通门诊 “一次挂号管三天”， 以提升患者看
病就医体验。 患者到江苏二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
挂普通门诊号就诊时， 因检验、 检查当天不能完
成或不能获取报告而未完成诊疗的， 三天内 （含
首诊当天） 可携带报告结果到同一医院的同一院
区同一科室复诊， 无需再次挂号， 享受免缴普通
门诊诊察费 （挂号费） 政策。

点评： 对患者来说一次挂号管三天、 同一科
室复诊、 无需再次挂号等优化政策的出台， 方便
了患者， 也是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情怀。

今年32岁的眭惠千是西藏大学政法学院的一
名法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2024年4月， 眭惠千一
边读书一边创业， 并将租赁的公司用房一大部分
拿出来当作免费的共享自习室， 这一做法引发关
注。 眭惠千说， 因为自己曾经淋过雨， 所以也想
为他人撑起一把伞。

点评： 眭惠千真是一个上进又善良的姑娘，
相信在这个温馨的空间里会发生很多善良的故事。

开设免费自习室
帮助有需要的人

北大南门驿站
干净又暖心

高铁清洁袋成为“漂流瓶”
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力量

过去， 人们形容一个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磕磕绊绊时， 会说这个人容易词不达意， 不明白
他在说什么。 然而， 当这种 “词穷” 成为一种社
会现象时， 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问题了， 笔者认
为这已经衍生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如果任由
这种现象继续发展， 无疑会影响民族文化传承和
社会正常交流。

近日， 网络和媒体聚焦的有关年轻人词穷问
题，引发关注。一项调查显示， 超半数受访青年感
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 47.1%
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 表达单一。 从
这个数字中可以看出， 年轻人中出现的词穷现
象， 正在成为一种社会语言表达 “困难”， 让很
多的年轻人中招。

超过半数的受访年轻人表示语言表达力下
降， 近半数年轻人感到 “词穷”， 实在是一个不
小的数字。 这种文字失语， 正在逐渐地波及到大
多数年轻人。 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全社会警惕的语
言倒退现象。 如今很多人习惯用固定的句式、 夸
张的语气词来表述日常生活； 基本不会用成语、
诗句、 典故等， 总是不自觉地复制别人说的话。
有一个网络语 “嘴替” 就足以说明这种语言窘
境， 即让别人代替自己表达。

早些年，虽然也有这种语言失语现象，但波及
的人群不多。如今词穷的年轻人数量增多，已经不
仅是语言修养问题了。笔者以为，应当把它当作如
何传承好汉语言文化的高度来对待。

诸多的调查数据， 让我们看到了语言乏味问
题的严重性。 如今的年轻人从一出生开始， 就毫
无例外地成为了网络的原住民， 成为网络互联互
通的受益者。 网络改变了世界， 也改变了人们获
取知识和认知的主要通道。 同时， 还让年轻人改
变了自己的思考方式、 阅读方式、 交际方式、 沟
通方式。 因为网络的高度便捷， 让网民变得更加
不愿意思考、 不愿意面对面地交流。 哪怕是在同
一间办公室， 也是在网络上交流。 即使走在对
面， 都不愿说话。久而久之，很多人就万事离不开
电脑，更别说独立思考、深入钻研一个问题了。

被网络 “驯化” 的一代年轻人， 在享受网络
带来的巨大便利时， 也会突然发现自己不太会说
话了， 因为有太多的网络语、 网络梗、 表情包、
字符、 简语可以代替。 所以， 一旦遇到重要的工
作场合、 社交场合， 就不能正确流畅表达自己的
想法了。 可见， 当网络越来越多地代替人的脑功
能和手功能， 并将人们的社交方式从线下转移到
线上， “词穷” 就是必然的结果。

为了不被网络驯化为“语言盐碱地”，年轻人
应当思考如何提升自己的汉语表达能力了。比如，
可以通过多参加线下交流，多参加各种培训会、研
讨会、汇报会等，增加自己语言表达的机会。 如果
要治愈词穷短板，无疑需要深化阅读，向经典名著
学习语言技巧，以积累词汇、丰富自己的表达力，
同时更要勤于深度思考，特别是要多写作。

值得注意的是， 年轻人还需要分清网络交流
与线下交流的区别， 不要总把自己沉浸在虚幻的
世界中。 要跨过语言卡顿和线下社交障碍， 就必
须厚植自己的精神土壤， 让精神世界变得更加丰
盈充实。 要远离浅层次的阅读、 刷短视频， 要通
过阅读和参加活动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 这样语
言文字表达能力才会逐渐提高。

当一个人在生活中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乐
于深度思考、 醉心于经典阅读时， 尽量远离那些
“火星文”和“网络语”时，“词穷”也许就会成为过
去时了。

开挖掘机去西藏
一路助人，一路开心

一次挂号管三天
彰显服务情怀

“词穷”困扰年轻人，
重振语言表达能力势成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