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的人身安全是家长、
学校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
重要议题。确保青少年的安全
不仅是法律赋予他们的基本权
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底线。
一旦有人触犯法律，导致青少年
的安全受到损害，甚至发生不可
挽回的安全事故，必将引发强烈
的社会舆论反响，并受到法律的
严惩。因此，为了学生的生命安
全、家庭的幸福、学校的稳定以
及社会的和谐，我们必须坚决对
校园欺凌说“不”。

青少年应当勇敢而机智地
对校园欺凌说“不”。作为校园
欺凌的潜在受害者，他们首先需
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大胆而机
智地予以回应。青少年必须明
确认识到校园欺凌是违法行为，
并清楚地知道哪些行为属于校
园欺凌，例如殴打、脚踢、掌掴等
侵犯身体健康的行为，辱骂、嘲
弄、起带有侮辱性的绰号等侵犯

人格尊严的不道德行为，以及威
胁、恐吓或故意孤立他人的社会
交往行为，还有在网络上诽谤、诋
毁、散布谣言等恶意损害他人形
象的行为等。受害者在遭受校园
欺凌时，应当勇敢地站出来，根据
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一味退让和沉默只会让欺凌者更
加肆无忌惮。面对力量强大的欺
凌者时，受害者应寻求家长、老师
等成年人的帮助，而不是选择沉
默、忍让或逃避。

家长应及时而坚定地对校
园欺凌说“不”。俗话讲，“知子
莫如父，知女莫如母”，意味着父
母对孩子有深刻的了解，包括孩
子的性格和行为习惯。当孩子
出现异常行为时，家长必须留
意，这可能是孩子遭受校园欺凌
的信号，或是孩子在寻求帮助。
例如，如果孩子突然不愿上学，
或一提到上学就表现出恐惧和
不安，又或者平时注重卫生的孩

子回家时衣衫不整、身上带有伤
痕，这些都可能是遭受欺凌的迹
象。家长绝不能掉以轻心，应及
时了解情况，并迅速解决欺凌问
题。欺凌问题的解决不能拖延，
要让孩子感到父母是他们的坚
强后盾，是值得信赖的避风港。
良好的亲子沟通是预防校园欺
凌恶化的重要保障。

学校应随时准备对校园欺
凌说“不”。学校在处理校园欺
凌问题时，必须明确向所有学生
传达零容忍的态度，一旦发现欺
凌行为，必须迅速而严格地处
理，绝不姑息。这种态度能在学
生心中产生威慑作用。研究表
明，身体较弱、来自单亲家庭、留
守儿童、性格内向等群体的学生
更容易成为欺凌的目标。因此
学校应特别关注这些学生，组织
班主任和心理辅导老师进行跟
踪排查，并提供必要的帮助。此
外，学校还应加强对校园内偏僻

角落的巡查，以消除潜在的安全
隐患。

在国家法律层面，我国一直
在努力探索如何更有效地保护
青少年成长。据报道，最高检党
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在宁夏调研
时强调，要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
罪的预防和治理，对于实施故意
杀人、故意伤害等严重犯罪的未
成年人，一旦符合追诉条件，应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期待
国家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为青少
年的安全构建一道坚不可摧的
法律屏障。

坚决对校园欺凌说“不”。
我们国家有信心和决心让每个
孩子都在法治的阳光下健康成
长。我们要向青少年传达一个
明确的信息：既不要做施暴的欺
凌者，也不要做沉默的受害者。
让我们共同努力，对校园欺凌说

“不”！愿所有的青少年都能在
温暖和快乐中茁壮成长。

坚决对校园欺凌说“不”
周平（茂南）

随着春天的脚步渐近，绿
意盎然的大地将迎来我们中华
民族传统的清明节。在这个时
节，我们缅怀祖先，寄托哀思，
表达对先人的孝道，同时也在
踏青中感悟生命的意义和文化
的传承。清明节，不仅仅是一
个传统的节日，更是一种精神
文化的体现。

然而，在春意盎然的清明节
期间，一些地方的陈旧习俗仍然
屡见不鲜。有些人为了表达孝
心，不惜花费巨资举办奢华葬
礼；有些人则大量燃烧香烛、燃
放烟花爆竹，甚至商家也借此机

会大肆牟利。这些行为不仅背
离了清明节缅怀先人的初衷，也
对环境造成了不小的负担。

为了与时俱进，我们需要摒
弃这些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
俗。清明节的文化传承已有两
千余年，但在物质日益丰富的今
天，我们似乎过于追求物质化的
表象，而忽视了清明节的精神内
核——对生命和死亡的深刻反
思，对自然和文化的感悟，以及
对千年文化传承的吟咏和感慨。

表达孝道并非在于形式，而
在于内心的缅怀和感悟。我们
应该倡导低碳、绿色、环保的清

明节，让传统的祭祀习俗与时代
发展相协调。目前，用于祭祀焚
烧的纸张数量惊人，这迫切需要
我们改变观念，以环保的方式表
达哀思。

如今，民众的祭祀方式正在
悄然发生变化。云祭扫、家庭追
思、社区公祭等新型方式日益普
及，祭祀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
元。这些变化不仅丰富了我们
的文化生活，也为传统的清明文
化注入了新时代的活力。

孝老敬亲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我们应该珍惜与长辈
共度的时光，关心他们的生活需

求，而非仅仅在逝后举办豪华的
葬礼。在数字化时代，我们更应
该帮助老年人融入现代社会，享
受科技带来的便利，这才是真正
体现孝道的行为。

在清明节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我们不仅要通过祭祀表达
对先人的怀念，更要将孝道融
入日常生活，形成良好的文化
习俗。这是传承清明文化的正
确方式，也是文明社会建设的
重要内容。让我们在这个清明
节以实际行动弘扬孝道，传承
文化，共同构建一个更加文明
和谐的社会。

移风易俗 文明祭扫
王平生（电白） “爽”点

图/文 刘志永 杜燕盛

据《法治日报》报道，
今年23岁，在北京干餐厅
服务员的刘明（化名）最
近半年迷上了剧情紧凑
的网络微短剧，并陷入了
付费“连环套”和上瘾焦
虑——明明觉得一些微
短剧的剧情很俗套、表演
生硬夸张，但“爽”点多，
看完一集忍不住想看下
一集，不知不觉花了好多
钱。“解锁一集没多少钱，
可一集又一集，细算下
来，每个月都要为此花
500元左右。而我每月的
工资才 4000 多元。”刘明
说。前不久，中国网络视
听协会发布的一则通报，
让刘明重新审视了自己
的这一爱好。原来，他当
时正追的微短剧《老师不

要跑》被全网下架了。通
报称，该剧存在剧情低
俗，台词、画面、情节涉及
严 重 软 色 情 等 违 规 情
况。协会还表示将进一
步完善内容审核机制，加
大对违规内容的监督力
度，维护网络视听市场的
健康与繁荣。

一些微短剧依靠色
情低俗、暴力血腥等内
容博人眼球，会破坏平
台良好生态，扰乱网络
视听节目传播秩序。对
此，应加强部门监管和
行业自律，出台审核细
则、标准，建立信用监管
制度，把有问题的剧和
相 关 制 作 单 位 等 纳 入

“黑名单”，努力实现微
短剧“精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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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十年窗下”、“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似乎成
了做成一件大事的时间表，也成为勇
敢面对未来和未知的强大力量。如
果以“十年”来回顾茂名滨海新区走
过的路，滨海新区十年磨成的这一
剑，如今已经锋芒毕露；十年的窗下
苦干，如今已经功有所成；十年前种
下的小树，如今也已经亭亭玉立。向
海而兴，海兴，则城兴，城兴，则人兴！

南方油城是茂名曾引以为豪的
别称，时过境迁，如今鲜再提及。滨

海绿城，好心茂名，已经是茂名新的
名片。这华丽转身的背后，是对一
座城市认识的重新定位，对一座城
市未来发展的慎重把脉。滨海新区
也是如此，冼太故里，只是过去的辉
煌，将来的名片，滨海新区的未来是
什么样，需要有清晰的定位，需要在
我市向海而兴战略背景下的科学定
位。但是不管怎样定位，都离不开

“海”这篇大文章，海兴，则城兴，城
兴，则人兴。

向海而兴，海是主题。据茂名

日报报道，滨海新区夯实博贺渔港
基础设施，激活了渔港新动力，进一
步推动了博贺渔港从渔港到渔港经
济区的转变。这一转变充分凸显了
向海而兴战略的实践意义，以及强
大生命力。与此同时，滨海新区还
通过建设海洋牧场，进一步提升了
千年古港的综合竞争力。科技兴
海，是向海而兴的必然选择。绵长
的海岸线，是上天赐予滨海新区的
一份厚礼，引人注目的是，滨海新区
在打造海洋文旅时注入更多文化因

子，使文与旅真正实现高效融合。
在立志做大滨海文旅时，如何让滨
海新区文旅有序科学推进，是不容
忽视的问题。近年来，滨海新区渔
港经济区、海洋产业、文旅产业呈现
勃勃生机，是向海而兴的生动展现。

海兴，则城兴。博贺，一个因海
而渔，因渔而兴，因兴而港的滨海小
镇，其顺势而为，千年前就已是港
口，如今更把渔港做成广东之首、全
国十大渔港之一。电城，一座有着
近 700 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人口众

多，商业发达。在向海而兴战略下，
两个各具特色的小镇如何因海而
兴，关系到整个向海而兴战略的进
程。应该说，东华能源落地滨海新
区，直接影响到滨海新区产业发展
的走向，或者说直接促成了一个氢
能源产业园区的诞生，这也是滨海
新区露出的锋芒。而一个产业园区
的做大做强，这个产业园区如何向
海而兴，呈现出更强的辐射力，却是
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因此，当滨
海新区去年已迎来第一个十年时，

新一个十年的画卷其实已徐徐展
开，这个新十年，需要为博贺和电城
的发展注入更多可能，海洋产业与
氢能源产业如何相得益彰，是实现
更多可能的关键。

向海而兴，海兴则城兴，城兴则
人兴。让广大普通老百姓享受到海
兴城兴的红利，应该是向海而兴战
略的目标之一。在积极推进向海而
兴战略的同时，有关部门需要把人
兴纳入向海而兴战略的范畴，实现
城兴则人兴的发展目标。

向海而兴，海兴城兴人兴
邵留生（滨海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