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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良崮战役：
巾帼力量，撑起胜利的“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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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徐杰 姜保真
□ 山东政法学院学生 庄美原

“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
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
深意长。愿亲人早日养好伤，为人民求解
放……”

三月如烟，春风拂面，孟良崮上，由白
色花岗岩筑成的纪念碑如三把巨型刺刀，
直指云天，气势壮观。当战争的烟尘被流
逝的岁月拂去，参观者人流如织，孟良崮战
役纪念馆内，循环播放着《沂蒙颂》。

聆听着这首脍炙人口的《沂蒙颂》，思
绪不禁穿越时空，重回到炮火纷飞的年
代。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沂蒙六姐妹
全力以赴支援前线，在孟良崮战役的大后
方，广大妇女同胞“巾帼不让须眉”，为战役
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她们送弹药、救伤
员、筹集粮草、制作军鞋，用柔弱的肩膀与
男人们共同撑起了战争的胜利……

英雄孟良崮
孟良崮，位于蒙阴县城东南28公里的

蒙阴、沂南两县交界处，传说因北宋抗辽名
将孟良曾屯兵于此而得名。清明时节，登
山踏青，祭扫英烈，在孟良崮之巅眺望历
史，已经成为沂蒙人的传统。1947年5月，
孟良崮战役打响，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军
队进行山地运动歼灭战，陈毅、粟裕指挥的
华东野战军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一举歼灭
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编第74师，

击毙敌中将师长张灵甫，上至师长，下至马
夫，3.2万敌军无一漏网。

孟良崮战役扭转了华东战局，沉重打
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粉碎了国民党
军的“鲁中决战”计划，鼓舞了解放区军民
的胜利信心，吹响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
的冲锋号，取得了震惊世人的胜利，在解放
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孟良崮由此
役扬名海外，成为英雄孟良崮。

巾帼风采别样红
与孟良崮一起载入史册的，还有沂蒙

人民，孟良崮战役期间，车轮滚滚，担架如

林，“沂蒙六姐妹”作为党员干部，积极响应
党的号召，带领全村男女老幼全程支前，全
力支前，筹军粮、做军鞋、烙煎饼、送弹药、
救伤员，用瘦弱的身躯托起战争胜利的希
望，展现出别样的巾帼风采。

在大规模支前运动中，也涌现出无数
的先进群体和巾帼英雄。发生了“沂蒙红
嫂”用乳汁救伤员，“沂蒙母亲”抚养革命后
代，沂蒙妇女勇架火线桥的感人故事，展现
了“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
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
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在蒙阴县野店镇的沂蒙六姐妹纪念馆

里，一张张照片，记录着孟良崮战役期间，
经历硝烟的人和故事，也记载了那段峥嵘
岁月里，广大巾帼英雄舍生忘死的英勇事
迹和无私支援前线的感人故事。数据记录
历史，仅在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中，她们
带领全村为解放军烙煎饼15万斤、筹集军
马草料3万多斤、洗军衣8000余件……

“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
人民。”陈毅曾深情感叹，沂蒙人民是用小
米供养了革命，用小推车把革命推过了长
江。他们为战役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军
民同心，生死与共，千千万万个沂蒙儿女用
小推车、小米乃至血肉之躯，诠释了党和人
民群众的水乳之情。

永不褪色的“沂蒙精神”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山东临沂时指出：“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
上，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
六姐妹、沂蒙母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
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
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
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缔造
者。民心如海，滴水汇聚成汪洋；民利似山，
寸土累积成其巍峨。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
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不胜、无敌
于天下。孟良崮战役的胜利，彰显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正是人民军队铭记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永远不变的军魂，牢记
兵民是胜利之本，万众一心，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最终取得了孟良崮战役的伟大胜利。

□ 新华社记者白佳丽 陈冬书

“三四瓶白酒倒在一个巨碗里，主播‘一
口闷’”“白、啤、红、洋、黄五种酒整瓶混合快
速豪饮，喝到主播呕吐不止甚至失去意识”

“一群男女在一起滥饮斗酒直到把人全部喝
晕倒在桌下”……

新华社记者发现，虽然“问题吃播”已被
清查封号，但以“拼酒醉酒”来“吸粉”的“问题
喝播”却仍活跃在部分短视频平台，不仅危及
主播健康，更宣扬畸形审丑心态、严重破坏行
业健康生态。

“问题喝播”问题大:多醉酒
猛拼酒 卖假酒

记者在快手、西瓜视频、B站等网络平台
上发现有不少“问题喝播”视频。

醉酒越醉越好。记者在快手平台上看
到，有主播拎起桶装白酒就往嘴里灌，直到喝
不进去喷出来。还有主播与一名女性竞相喝
下60度白酒，直至其中一人醉晕失去意识。

一位西瓜视频主播告诉记者，自己做“喝
播”1年多已积累了20万粉丝。“在直播里喝
得越猛点击量越高，有一次5口喝完1斤高
度白酒，观看量一下子就飙到了20多万。”

拼酒越凶越好。在快手上有不少主播鼓
吹“白酒尽兴，啤酒溜缝”“啤+白，兑起来”

“爱拼才会赢”等，用混酒、多人拼酒来“吸
粉”，还有主播以“喝酒挑战”为噱头涨粉：专
挑号称特别醉人的酒，一口气连续喝好几瓶。

假酒劣酒不少。不少主播会在视频中不
断吹捧某款酒，他们将视频链接到微店、淘宝
店，还会在直播评论区发布“买酒加微信”提
示。但记者发现，这些酒质量风险很大。

有3.8万粉丝的主播“鑫宇酒先生”发布
的每条短视频里都喝同一款“茶缸酒”。但辽
宁新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息显示，该酒厂
连续多年因不合格产品遭行政处罚。

“喝喝喝”的背后是利益链条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高级研

究员臧雷等专家表示，“问题喝播”冒头活跃
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

——格调低但点击高。记者发现，快手
平台“问题喝播”账号粉丝少则数万，多则数
十万。西瓜视频上“喝播”视频单个播放量甚
至达到20多万。

部分主播看中该领域门槛低的特点，不惜试探甚至突破法
律底线，只为快速“吸粉”“养肥”账号。

——伤身体但能赚钱。一位快手平台主播坦言，为了“吸
粉”需要高频更新，自己的确越来越觉得身体“吃不消”，这么拼
是因为“问题喝播”赚钱多。

业内人士透露，有短视频平台上，粉丝量过万的主播，一场
三四个小时的“喝播”平均打赏收入约为1000元至3000元，如
果接受粉丝的指定挑战，打赏金额可能更高。

——管理乱且利益大。此前，国家网信办和多地监管部门
都曾对“吃播”类内容作出明确禁止性规定。但记者发现，各平
台实际管理力度并不一样。业内人士透露，一些大型平台则要
求“有一定数量的用户举报才会进行处置”。

某知名网络视频平台工作人员坦言，此类“问题喝播”已存
在一段时间，平台作为其利益共同体，在内容不直接明显违法的
情况下，往往选择默许。“毕竟流量是平台的‘命根子’，只要不被
监管部门‘抓现行’，对能带来规模流量的内容，部分平台宁愿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压实平台责任 斩断利益链条 提升监管技术
一段时间以来，监管部门对网络直播的监管力度持续加大，

违法违规现象有所减少。去年9月，继国家网信部门出手后，多
地立法机关向存在假吃、催吐等行为的“网络吃播”现象出手，效
果明显。专家认为，这些经验对治理“问题喝播”很有帮助。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姚泽金认为，
“吃播”“喝播”中出现的问题，表明平台监管责任仍未压实，需进
一步强化。面对低俗甚至违规违法的内容，互联网平台不是简
单标注“切勿酗酒”“未成年人禁止饮酒”等提示就能“甩手免
责”，如因逐利冲动引发问题，平台应承担起责任。

业内人士认为，应进一步发挥社会公众监督作用，鼓励用户
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投诉举报，同时督促平台企业优化现有投诉
举报入口，设立更加便捷完善的举报渠道。

臧雷建议，对用户反映比较强烈、新闻报道比较突出的行业
问题，监管机构也应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可以专项行动的形式进
行专项监管。另外，监管部门还应出台政策引导鼓励督促相关
平台企业在内容甄别技术领域的投入，切实推进技术甄别的效
能，堵上相关漏洞。

姚泽金建议，平台可建立主播信用机制，打破网络视频领
域长期存在“黑红也是红”“负能量也是能量”等乱象，斩断靠
低俗审丑捞金成名的利益链条，导正直播内容生产、传播中的
价值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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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浓于水的
军民鱼水情

□ 山东政法学院传媒学院 庄美原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七十余年弹指一
挥间，孟良崮硝烟远去，依旧群山苍翠、瓜

果飘香，当曲调悠扬的《沂蒙颂》再次响起，
在这片英勇的土地上，有毫无畏惧、勇往直
前的共产党人，有“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
沂蒙精神，有血浓于水的军民鱼水情，体现
着党与沂蒙百姓心连心、共命运。

岁月冲不淡红色的记忆，历史掩不住

革命的光芒。如今，孟良崮战役的硝烟已
然散尽，但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我们将永
远铭记。巾帼繁如花，盛放新时代，当前，
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
程，比以往任何时期更需要凝聚起亿万妇
女的磅礴力量，谱写出新时代的巾帼华章。

□ 新华社记者 何欣荣 吴振东 胡洁菲

手机一拍，答案就来。近年来，拍照搜
题App成为很多在线教育平台的引流工
具。“用户体验”越来越好，使得不少学生群
体对其产生了高度依赖。与之相伴的，是持
续升温的争议：此类App到底是帮助孩子
学习还是助长了他们的惰性？

拍一拍得答案 真学习还是
抄作业？

“作业有问题，就问题拍拍”“小猿搜题，
拍一下，就学会”……对身处互联网时代的
中小学生来说，各类搜题App让家庭作业
习题的答案唾手可得。

“遇到不会的题，拍一下，答案就出来
了，现在确实有点儿离不开它。”上海市浦东
新区某中学学生胡云帆毫不掩饰对这类
App的依赖。他说，内心虽然知道这样不
好，但时间一长就成习惯了。

“学校通常不让用，但回家还可以用。”

胡云帆说，班上每个同学几乎都配有手机，
且手机中至少有两三个搜题App。

对在线教育平台来说，由于拍照搜题
App有很高的用户黏性，堪称“引流利器”。
各大平台对其功能不断升级，旨在提供更好
的“用户体验”。

如一款名为“快对作业”的App，不用学
生一道道拍照搜题，只要扫一扫教辅资料的
条形码，就可以得到整本书的答案解析。有
一款“题拍拍”App，宣称签约100名清华北
大“解题官”，提供在线“免费答题”服务。

学生“甘之如饴”老师家长
忧虑

对不少家长、老师来说，学生对拍照搜
题越是“甘之如饴”，他们就越发感到忧虑。

——搜得到答案，搜不到思考能力。“不
能说深恶痛绝，但肯定是弊大于利。”上海市
普陀区宜川中学的老师凌露轩是一名高三
年级班主任，对于此类App，她和同事的态
度非常坚决——“一刀切”禁止学生使用。

“作业交上来，80%的同学都做得非常
好，但一到考试，很多题型经常有50%的人
没掌握。”凌露轩说，当前的教育导向是培养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很多学生通过搜题
App直接获得答案，根本就没有思考的过
程，老师也难以判断学生的真实学习水平。

——大学生兼职挣钱，答题水平参差不
齐。采访中，学生、家长及教师普遍反映，拍
照搜题App的正确率并不让人满意。上海
市一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家长郭艳告诉记者：

“辅导孩子学习时，校内‘拔高’的数学题，有
时候不太会，需要参考搜题App，但用久了
就发现这类App的解答也不一定正确，估
计错误率在10%以上。”

正视技术双刃剑 思维训练
重于获得答案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党委书记陈宏观
说，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关键要看如何使
用。近年来出现的拍照搜题App，对于自控
力弱的孩子来说，负面作用肯定大于正面效

果，容易导致懒惰，养成抄作业的习惯。
“我们不允许学生在校内使用这类

App，也不提倡他们在校外使用。但同时也
要考虑客观情况，如家长可以从App上参
考一些解题过程，再有的放矢地辅导低年级
孩子作业。”陈宏观说，良好的教育包括引导
和陪伴，除了老师，家庭也要帮助孩子养成
正确的学习习惯。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吴遵民认
为，“解题”作为教育过程之一，意义绝不只
是得到一个答案，而在于思维方法的训练、
意志品质的锻炼、创新精神的培养，很多人
绞尽脑汁、冥思苦想，最终解出难题时会有
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原因也正在于此。

“从不会做到会做，从会做到会思考，这
应该是一个学生在解题中真正学到的东
西。”吴遵民表示，对拍照搜题App的规范
约束，要形成多方合力。学校要向家长告知
此类App的弊端，指导有限度地合理使用；
家长也要逐步转变心态，对刷分、提分之类
的营销少一些急功近利的思想。

4月3日，在瑞丽
市外籍人员管理中
心，一名缅甸语翻译
志愿者为同伴发放表
格。

面对疫情，云南
瑞丽各界闻令而动，
一线医护人员、防疫
人员、巡边人员、志愿
者默默坚守，争分夺
秒全力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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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拍照即得”，搜题类App是真助学还是长惰性？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王春霞 发自北京 4月7日，据最高
人民检察院消息，2020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涉嫌网络犯罪（含
利用网络和利用电信实施的犯罪及其上下游关联犯罪）14.2万
人，同比上升47.9%。

据介绍，当前，传统犯罪加速向网络空间蔓延，特别是利用
网络实施的诈骗和赌博犯罪持续高发，2020年已占网络犯罪总
数的64.4%。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成为网络犯罪主要类型。随
机诈骗与精准诈骗相互交织，冒充公检法人员诈骗、交友诈骗、
退款诈骗、信用卡贷款提额诈骗、刷单诈骗等较为突出。为赌
博网站“洗白”资金的“跑分平台”、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

“流氓软件”、扰乱网络市场秩序的“恶意刷单”等案件层出不
穷。黑灰产业生态圈逐步发展形成。2020年，检察机关共起诉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犯罪1.47万人。

最高检披露，公民个人信息成为网络犯罪中的关键要素。
数据显示，有四分之一的网络诈骗是在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后

“精准出手”，有针对性实施犯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网
络犯罪黑灰产业的关键环节。2020年，检察机关依法起诉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犯罪6033人。

据介绍，2020年检察机关起诉的网络犯罪案件中，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同比增长35.1%，在校学生同比增长80%；高中及以
下学历占90%；无业人员占67%，犯罪主体呈现低年龄、低学
历、低收入趋势。老年人与年轻人更易成为受害对象。

据悉，2020年，最高检成立惩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研
究指导组，统筹协调做好深化打击治理网络犯罪各项工作，全面
加强惩治网络犯罪的研究和指导。最高检还向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出第六号检察建议，围绕网络黑灰产业链条整治、App违法违
规收集个人信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问题，提出治理建议等。

去年涉嫌网络犯罪人数上升近五成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比增长35.1%

在沂蒙六姐妹纪念馆内的六姐妹雕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