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共

A04

2
0
2
2

年0
6

月0
1

日

星
期
三

责
编/

邱
峰

美
编/

陈
春
艳

校
对/

曹
韵
红

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狼来了》的故事启示居然是“谎话只能说两次”
“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为什么没有人受伤”的答案竟是“全都死了”

别让儿童读物变“毒物”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阳光姐姐拼音小书房》充斥恶毒
的讽刺和谩骂。 记者/戴凛 摄

王亚：创作要引领，而不是迎合
（青年作家、教育工作者）

如今儿童文学作品市场很活跃，我认为，少年儿
童应该选择一些带有文学性的课外书籍，这样有助
于提升孩子的文学素养以及驾驭文字的能力。

当前，有的校园读物很火，但大多是口水话、成
人化的内容，比如随意给同学起绰号、篡改名著或诗
歌的经典语句、大量使用网络用语……看起来孩子
们很喜欢，但是对提升孩子阅读能力没有任何作用。

对于文学作品尤其是儿童文学，作者更应该沉
下心来创作，要当好文化的引领者。毕竟少年儿童
还缺乏辨别力，不能单纯以“孩子们喜欢就行”而去
一味迎合。

近年来，我市教育部门每年暑假都会公布一批“i
阅读书目”，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分类推荐读物。这
些书籍都经过教师和专家认真阅读，便于家长参考
选择。

程银燕：学校要做好图书过滤
（芦淞区教育系统团委书记、少先队总辅导
员、庆云山小学党支部书记）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而书籍正
是引领他们树立正确“三观”的灯塔。近年来，少年
儿童读物越来越丰富，但是也有一些不良书籍混迹
其中。比如一些书店会售卖存在成人化和暴力倾向
的图画类书籍，对孩子的行为习惯产生不良的影
响。因此，学校在开展图书漂流活动时，老师特别注
意进行了筛选，防止不适合学生阅读的书籍进入学
校。

下一步，学校还计划就家长关注的儿童读物和
读书需求做好问卷调查，以便帮助家长为孩子甄选
一些更合适、更有益的书籍，避免“踩雷”。

连日来，本报记者在街头对100名家
长开展儿童读物满意度调查，其中九成家
庭拥有超过100本儿童读物。这些读物主
要包括启蒙教育、思想品德教育、科普、历
史知识、儿童图书及卡通、文学、智力开发、
绘本等。可见，家长非常重视儿童阅读。

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家长表示“不满
意”，37 名家长表示“很满意”，63 名家长
表示“较满意”。“较满意”家长的主要意见

在于，部分儿童读物存在不良行为诱导、
粗俗用语以及插图不规范、档次低。

家长刘先生表示，曾在书店给孩子买
过一本《脑筋急转弯》，其中有一个题目是

“《狼来了》的故事启示”，但答案是“谎话
只能说两次”。

让刘先生更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飞
机从天上掉下来为什么没有人受伤”的答
案竟然是“全都死了”。

声音

少儿出版物市场乱象
亟待整治

戴凛

近年来，我国儿童读物市场规模不断扩
大。面对市场红利，出版社蜂拥而入，在丰富市
场选择的同时，图书质量也呈现良莠不齐的现
象。最近，网友们就接连“扒”出一些存在价值
观扭曲、绘图质量低劣、夹带个人“私货”等问题
的儿童读物。

有专家指出，儿童读物出现奇葩桥段、低劣
插图，不排除盗版书商粗制滥造，还与当前出版
市场浮躁风气有很大关系。因为不少书籍中显
而易见的问题，只要作者稍微多一点思考，只要
不去为了迎合儿童而写入带有低级趣味的内
容，只要编辑用心把关，完全不会如此轻松地进
入市场。也因此，近期有很多网友翻出了20年
前的书籍、教材，通过对比，开始了一段对过往
的怀旧。

值得欣慰的是，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这样
的问题。日前，教育部开始部署对全国中小学教
材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是教材内容、插图等；国家
新闻出版署通报“质量管理2021”编校质量不合
格图书名单，要求收回差错率高的书籍；江西省
消保委发布了《江西省儿童读物消费调查报告》，
建议定期开展出版物市场专项整治……

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少儿读物市场
整治。同时，作为儿童阅读最重要的把关人，父
母可适度融入参与，不仅有利于把关过滤、及时
疏导，还能提升教育效果、构建和谐亲子关系。

短评

从人教版部分教科书，到各式各样
的儿童课外书籍，最近，围绕儿童读物插
图品质低、不良行为诱导、粗俗用语、篡
改经典等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大讨论，
给这个“六一”儿童节增添了不少话题。

讲述 儿童读物变“毒物”

“无意中发现孩子开始喜欢说粗口，
还讲一些乱七八糟的段子，我才发现可能
是给孩子买的书出了问题。”家长吴女士
表示，很早就听说某校园漫画很有名气，
于是给孩子买了一套，共有 22 本。去年
暑假，她交给即将升入三年级的孩子阅
读。由于孩子早已养成自主阅读的习惯，
所以她也没跟着陪读。

有一天，一位家长在读书群发布了图
片，称该校园漫画中有“自杀”的具体描
述，还配有图片，这让吴女士非常惊讶。
经仔细翻阅，她果然找到了相应的内容。

“也不知道这些书籍是怎么过审的，
这样的读物简直就是‘毒物’。”吴女士说，

她对儿童读物的疑虑由此开始，后来又在
多个不同的校园读物中，找到了各种不同
的问题。

采访中，多位家长表示，这些销售火
爆的校园读物往往还得到了很多网络“大
V”的推荐，有的作者还获得了各种荣誉，
家长因此没有过多关注其中的内容。直
到近期儿童读物的问题集中爆出，才发现
自己的孩子都已经“中招”。

记者还了解到，就在一年多前，《米小
圈上学记》曾在一些地方遭到下架处理，
理由是书中含有“给同学起绰号”“希望同
学当不上班长”等内容。

走访 图书馆也存在“有争议”的书籍

上周末，记者走访我市部分图书馆，
在少儿读物区，也发现了一些内容存有争
议的书籍。

现场有家长指出，一本名为《阳光姐
姐拼音小书房》的拼音读物，故事主角为
12 岁的学生，其绰号为“班级首富”，处世
格言是“废话是沟通的第一步”。

记者翻阅该书发现，文中同学大多以
绰号相称。对于高校的名称，同学们也充
满调侃，称清华大学为“‘亲’大”，贵州大
学为“‘跪’大”，厦门大学为“‘吓’大”。

在提到诗歌《春晓》时，同学们将其改
成：“春眠不觉晓，处处蚊子咬。夜来巴掌
声，蚊子死多少。”

文中在描述他人外貌时提到：“我很
愤怒，嘴巴不知不觉变得‘贱’起来……我
突然发现你长得很丑，丑得影响我的好心
情，丑得影响市容，丑得影响班级形象。”

针对这样的文字描述，不少家长表
示，虽然这可能是现实中的一些口语和玩
笑，但有成人化的倾向，并不适合放在出
版物中传播和强化，因为孩子会认为，既
然书上都能这么写，平时起外号、篡改名
家名作、嘲笑侮辱他人都是很正常的事
情。

据家长介绍，类似的读物还有《米小
圈上学记》《淘气包马小跳》等，因为内容
搞笑，成为少儿群体中的爆款。

调查 儿童读物质量参差不齐

▲学生在图书馆阅读少儿书籍。
记者/戴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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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鲜香粽子，感悟端午文化”。5月31日上
午，张家园社区携手天元区新城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株洲天虹超市，在社区活动室开展了“社区美好
邻里节”包粽子活动，天虹超市提前准备好了糯米、
枣、粽叶、线绳等，20 多名社区居民和志愿者一起，
你追我赶，两小时包了300多个粽子。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通讯员/张莉）

·芦淞区建设街道学堂社区有一位刘姓女士，她
丈夫患全身性血管瘤，儿子20多岁了，脑瘫，智力如
同婴儿，衣食需 24 小时贴身照顾。5 月 30 日，中国
城爱心老板刘艳女士联系晚报志愿者欧阳利华，将
其对接千金医药所筹集到的一批纸尿裤，捐赠给了
刘女士的儿子使用。

·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携手株洲公交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二营运部，以及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
学院信息技术系微笑志愿者服务队、湖南铁路科技
职业技术学院、铁道供电与电气学院、蒲公英青年
志愿者服务队，于5月6日、13日、20日、27日（周五）
下午3点至5点半，在职教城公交站人流量高峰时段
点维护乘车秩序、督促乘客佩戴口罩、遵循防疫要
求，文明出行。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通讯员/张莉 彭程）

家美物业：为脑瘫儿家庭解忧

天元区暖阳小组是15名晚报志愿者自发组成
的一个关爱小组，常年关注、帮扶一些特殊家庭，其
中一个帮扶对象是滨江一村的脑瘫儿天琪（化名）。

1986年，出生才三个月大的天琪（化名）就患上
了脑瘫，为了照顾好天琪（化名），他的妈妈长年不
能出门工作。屋漏偏遭连夜雨，近日，苦难又一次
降临到了这个家庭，天琪的爸爸中风了。

照顾天琪，只能靠妈妈一个人了。帮助天琪翻
身、解大小便，默默做了36年的妈妈第一次觉得遇
上了大难题。

好在，解决难题的时机很快就来了。几天前，
湖南家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志愿服务队加盟了株洲
晚报志愿者联合会。5月24日，中共湖南家美物业
服务有限公司党支部来电说，支部党员捐赠了一台
电动护理床、一辆轮椅。当获悉天琪的情况后，支部
负责人当即表示，将护理床和轮椅转赠给天琪。

5月25日上午，家美物业5名志愿者来到滨江
一村。天琪家住四楼，电动护理床比较大，一层一
层上楼梯搬运，很费力。将护理床和轮椅搬进天琪
家后，志愿者又帮忙安装电动护理床。

“谢谢！谢谢！太谢谢你们了！”天琪妈妈感动
得热泪盈眶，她说，“有了这么高级的电动护理床，
就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为儿子翻身了。”

家美党支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与株洲晚报志
愿者联合会一起，持续关注这样需要帮助的家庭。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通讯员/邹满珍）

5月29日上午九点半，毛毛细雨中，田
心公馆夕阳红健身队《开心一辈子》的欢快
舞蹈，拉开了泉塘湾社区“畅享端午·快乐
六一”便民游园活动的序幕。

株洲鸿洲社会服务工作中心、株洲晚
报志愿者联合会为这次游园便民服务的承
办和协办单位。鸿洲社工小谭介绍，游园
活动共分为三大块，分别是文艺汇演、便民
服务和儿童游乐，提供志愿服务的单位包
括株洲市税务局、石峰区计划生育协会、株
洲市石峰区井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光口腔、株百家电、吉速魔方、梳颜美容
美发、田心公馆夕阳红健身队等，除文艺汇
演外，共有10个便民服务展位。

游园便民服务，最贴心的三大项是：修
理小家电、义剪和磨刀。在株百小家电修理
展位，居民修得最多的是电饭锅、小热水壶、
电吹风。磨刀摊位来了两名志愿者，他们忙
得没时间直腰，义剪则要排队等候……

井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志
愿服务是义诊、量血压和健康咨询；南光口
腔的医生除了帮居民们检查牙齿外，还与
居民分享了口腔健康小常识。

儿童游乐项目，最吸引孩子们的眼

球。团团圆圆（套圈）项目，摊位刚搭起，就
有许多小朋友和家长有序排起了一二十米
的长队；玩转魔方活动，现场的志愿者也是
忙不来。

社区党委书记李祉汶说：“远亲不如近
邻，近邻不如对门，游园便民服务，目的是
为居民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让社区、
小区、物业、居民，其乐融融亲如一家，进一
步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成果！”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通讯
员/谭玉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天元区2022年度“幸福助学助教”项目正式
启动了，请符合资助条件的学生、教师向所
在学校提出申请，并按要求报送申请资料。

天元区幸福助学助教项目，通过由株
洲市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和株洲晚报志
愿者联合会共同搭建的“一对一资助+基金
会保障”平台模式，为天元区内贫困学子提
供学费资助、生活费保障，为天元区内贫困
教师提供经济援助。今年是项目实施的第
三年。2021年度，共资助辖内中小学生、大
学生、贫困教师228名。

今年，幸福助学助教项目再次启动，在
天元区就读的贫困小学生、初中生，户籍在
天元区的贫困高中生、大学生，在天元区辖
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工作的经济困难的教
师（含退休教师），均可向所在学校（退休教

师向退休前从教的单位）提出申请：
校方接到申请后，请主动联系株洲晚

报志愿者联合会。届时，晚报志愿者前往
学生或教师家庭进行走访，以确认是否符
合资助条件。下学期，在按相关要求进行
公示且无异议后，志愿者将入校送达帮扶
资金。对于今年考上大学的天元区户籍的
高三学生，将按“大爱株洲·金秋助学”的资
助标准和审核程序予以资助。

需要说明的是，2021 年度接受了资助
的困难学生，如果家庭条件仍然没有得到
改善的，可以不另行提出申请（条件改善
的，可以申请放弃资助），自动列为资助对
象，但 2021 年度接受了资助的困难教师，
则以校方今年申报的资料为准。

项目咨询：晚报志愿者李女士，电话
13517337194。

天元区2022年度“幸福助学助教”项目启动

有困难的中小学生、教师可以申请资助

“我是市八中高三学生，母亲是清洁
工，我爸爸因病去世，我和妈妈的生活很拮
据……”

“我们是一对双胞胎，父母离异，家庭
经济困难……”

“我父母离异，妈妈是二级残疾，没有
其他经济来源，全靠年迈的外公外婆扶助，
如今，外婆又中风了……我想完成自己的
学业，实现人生理想……”

以上分别是天元区云里社区三名中学生
的求助信，信先是送到了区老干局，最后辗转
送到了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5月23日，
受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委托的晚报志愿
者，分别上门对求助学生家庭进行了走访。

25 日上午，天元区组织部、老干局、天
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株洲晚报和云里社
区城中村志愿者一行来到云里社区，一一
上门，将助学金送达学生家长手中。

云里社区城中村的房子密密麻麻。市建
宁实验中学的周同学家，从外表看，是城中村
的独栋带围墙的“小别墅”。开门的是周同学
的妈妈，她特意请假在家等候。住这样的
房子，家庭还困难吗？一行人中，有人提出

疑问。但进去后发现，一楼黑暗潮湿，根本无
法居住，连一盏灯都没有。周妈妈领着一行
人来到三楼，记者看到，最右边的一间卧室，
天花板上霉迹斑斑，房子里空荡荡的。

周妈妈介绍，儿子他爸过世了，肺癌，
家被掏空了，她自己是搞保洁的，一月才两
千元工资，哪里有钱维修？至于这栋房子，
是三兄弟的，一人一层。因为环境差，出租
无人问津。

蹲点云里社区的天元区组织部副部长
陈瑶代表基金会，将2000元助学金交到了
周妈妈手中，并叮嘱她鼓励孩子好好读书。

此后，一行人又分别前往市八中的辉
同学和一对姓易的双胞胎同学家，分别送
上3000元和4000元助学金。

天元区幸福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文季纯
现场接受采访时说：“基金会幸福助学助教
项目，是天元区区委、区政府对辖内贫困学
生和贫困教师的一份关爱，我们希望通过
这种资助，帮助贫困学生和贫困教师走出
暂时的生活困境，让孩子们好好读书，让教
师们在天元区安心教书育人。”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远亲不如近邻 近邻不如对门
“畅享端午·快乐六一”社区大游园

▲团团圆圆（套圈）活动现场排起了长
队。 通讯员/谭玉蕾 摄

“幸福助学”走进云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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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粽子，社区居民你追我赶。 志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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