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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最好的生活方式
1、运动强身。一个人要想拥有健康的体

魄，唯有克服懒惰，坚持运动。养成运动的习

惯，保持运动的状态，身体自然会给你最好的反

馈。2、阅读强脑。爱读书的人，心灵有温度，乐

于感知世事百态；爱读书的人，生活有情趣，不

会因现实的琐碎而放弃思考。3、独处强心。当

你学会和自己相处，独处时的宁静就不会再让

你感到寂寞，反而会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能

量。当你拥有了独处的能力，才能活出独立的

人格，成就更强大的自己。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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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7 日，中国篮

球协会纪律与道德委员

会发布关于对“上海久事

队”“苏州肯帝亚队”的处

罚决定，包括取消两队本

赛季的名次和参赛资格、

核减两队联赛经费各 500

万元，以及对双方教练员和俱乐部总经理分

别给予期限不等的处罚——相当于是对当

事人在期限内的禁止从业规定。

这份重磅罚单，是对无数中国篮球球迷的

一个交待。在三天前，CBA季后赛12进8的一

场比赛中，本来领先的江苏队球员在最后一分多

钟的时间里，接连出现多次低级失误，在此期间，

教练员像愣神了一样没有叫一次暂停，最终放任

球队输掉比赛，将晋级名额拱手让给了上海队。

这是中国篮球历史上的“丑陋一幕”。无数发泄

愤懑的球迷，迅速将这场比赛送上了热搜。

两支球队这样的表现，对不起现场和屏

幕前的观众。人们之所以喜爱竞技体育，从

根本上来说，是因为竞技体育自身的魅力。

这种魅力来自于胜负未分、结果难料的悬念

与刺激，来自于运动员为争取胜利而全情投

入、奋不顾身，这也是体育精神最直观的表

达。越是成熟的赛事，越能让人们感受到竞

技体育的魅力。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你来我

往、悬念丛生，这样的比赛才能让观众大呼

过瘾，从而培养起持续关注的兴趣。

这次篮协的重磅处罚，除了给广大球迷

一个交待，也是对所有联赛参与者的一次提

醒。联赛的生命力在于观众——说到底，观

众才是球员的衣食父母。如此拙劣的表演，

是对现场和荧幕前观众的不负责任，也侵蚀

了联赛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人气和长期经

营的口碑。对俱乐部赞助方来说，应当从中

汲取教训，钱再多也不能胡来。中国足球发

展的历程已经证明，简单化的“金元足球”，

不可能带来任何真正的成绩。

体育发展离不开资本，但体育发展也不

能只靠资本。即便是商业化的体育，也要给

观众带来激情与欢乐。那种在季后赛关键

场次中的消极怠工，无异于吃饭砸锅，只会

让人质疑联赛本身的含金量。

作为职业联赛，就要有个职业的样子。

教练要像教练，球员要像球员，经理要像经

理，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以工匠精神为观

众和球迷献上有诚意的比赛。惟其如此，联

盟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 光明网评论员

职业联赛就要有个职业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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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任由短视频错字怪字频出

每个明天都会是崭新的开始
人生，只要步履不停，总有生生不息的希

望。正如这四季流转的光景，冬去春来，花谢花

开，一切总有最好的安排。最好的时光是现

在。只要有清晰的目标和敢于开始的决心，每

个明天都会是崭新的开始。珍惜每一个当下，

梦想就在路上。在繁杂的生活里浸染太久，很

容易忘记什么是简单的快乐。人一复杂就疲

惫，人一简单就快乐。让所有相遇恰逢其时，许

所有美好如约而至。 @新华社

4 月 13 日晚上，杭州市澎博小学里，

二年级240名学生的191位爸爸到学校参

加了家长会，当场做了这样一份“知子问

卷”，十道题，每题10分，得分不满60分的

爸爸有 80 人，“及格率”不到 60%，最低的

考了10分。（4月17日红星新闻）

一个小学一份十道题的“知子问

卷”，竟引起强烈关注，足见父亲与孩子的

亲子关系、家庭教育问题极具普遍性。

有人对“及格率”不到 60%的考试结

果倍感扎心；也有人质疑题目设计有问

题，还有人认为这种问卷考试是对家长的

侮辱，学校在推卸教育责任。

其实仔细看看考题：孩子的学号是多

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什么？孩子最近

在读什么课外书？孩子最喜欢的运动、最

喜欢哪门课？……这些问题并不复杂，并

不需要高学历、高智商，只要稍稍留心，便

可以给出正确答案，得到不错的分数。特

别是，“写一写孩子的优点”这道题，爸爸

们失分较多，其中一位完全没写的爸爸，

他的孩子在“视频信”中希望他少出去喝

酒，多陪陪她。

更多的网友认为爸爸未能陪伴孩子

有诸多客观原因，工作忙、赚钱养家压力

大、出差多……这些情况的确存在，导致

爸爸们陪伴孩子们的时间不多，然而，爸

爸们不妨扪心自问，每天都早出晚归，真

的忙到抽不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交流？又

有多少爸爸将孩子的教养责任全部甩给

了母亲？一份“知子问卷”将父子间的剪

影放大于我们面前，折射出当下的情感困

境和家教困惑。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亲更是

稚嫩心灵里的第一偶像。研究显示，父亲

的教育作用是其他任何人不能代替的，父

亲对孩子的性格形成、能力培养、智慧启

迪等都有很大影响。

“知子问卷”“考问”家教责任。它以

一种特殊的形式提醒爸爸们：纠正父亲缺

位的家庭教育误区，促进家校共育，让孩

子在父爱母爱、老师关爱的多重滋养下健

康成长。现代社会，孩子及社会都对家庭

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家长尤其是

爸爸们认真“作答”。

斯涵涵

如今，刷短视频已经成为人们的休闲方

式之一。为了方便网友观看，大多数短视频

都添加了适合的背景音乐和字幕，增加了短

视频的趣味性和吸引力。不过，一些短视频

字幕从标题到内容，错别字频出，很容易给青

少年甚至全社会带来错误示范和引导，扰乱

网络生态秩序，影响短视频平台的高质量发

展。（4月17日《中国市场监管报》）

短视频错字怪字频出现象不能小觑。借

助媒体报道来看，有些是常见错误，如“的”

“地”“得”混用；有些是制作者故意使用错别

字，乱改成语、用字母代替汉字等；还有的制

作者为规避平台对涉暴、涉黄等字眼的禁用，

有意使用错别字代替敏感字眼儿……这些不

仅给受众带来误导，且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

网络生态秩序。

规范文字使用至关重要。国家法律规定，

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短视频平台滥用、误用、错用汉字，无疑会给语

言文字的规范认知与使用造成巨大威胁。尤

其会对未成年人的学习造成一定困惑。

规范短视频平台文字使用亟待重视。首

先，平台须切实负起责任，切实把好关。加强

对短视频内容及文字的监管审核，发现错字、

别字、怪字等情况，要第一时间介入，或督促

作者修订改正，或依法依规下架处置。切莫

为了吸引流量而对文字犯错现象包庇纵容、

听之任之。

其次，监管执法力量亟待跟进。建立健

全包括行政处罚、民事责任在内的惩戒措

施。督促平台完善技术审查与人工审查，完

善对短视频错字别字怪字的治理。

再者，短视频制作者应增强法律意识、责

任意识。短视频制作者要加强学习，既要在

短视频内容质量上多下功夫，更应该提升规

范使用文字的水平。

此外，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自律。短视频

如今已成全民化应用，强大的市场，更需要加

强行业自律，承担良好的社会责任，共同推进

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 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