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天 点观观

视点评论

社长兼总编辑：孙钱斌 值班副总编：乔虹 新闻热线：57983131 投稿邮箱：zbs2016@126.com 广告合作：57983208 发行推广：57983246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全年 396 元 每月 33 元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03号 邮政编码：100009 国外发行：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895D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市监广登字20170275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法律顾问：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

2024年8月13日 星期二主编 张园园 责编 王慧莹
美编 颜 雪 校对 宛 玲 制作 杨杰4

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对于错颌畸形患儿，进行牙齿矫正很有必要，但儿童
矫正并非越早越好，否则可能会影响孩子正常的生长发
育，甚至对他们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有的口腔医疗机构
为了利益“贩卖焦虑”、危言耸听。因此，家长在面对孩子
的牙齿问题时，要保持理性态度，应该先咨询专业牙医的
意见后再作选择。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虚假宣传和违规操作行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同时，应加强科普宣传，提高公众对牙齿矫正的正
确认识，从而作出正确选择。

牙齿矫正低龄化乱象亟须“矫正”

“牙齿矫正不要错过发育期”“别让丑牙令孩子自卑”……
记者调查发现，暑期是儿童整牙高峰期，近期社交平台上有许
多类似的广告宣传。越来越多低龄儿童进行牙齿矫正，让孩
子身心健康面临多重风险。

黄婷 整理点评

莫让盗图盗视频成“顽疾”

有媒体报道，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上，“照搬式”盗
图盗视频现象频繁发生。不少博主表示自己发在个人社交
账号上的视频被去掉来源直接挪用，甚至因此被他人冒充
身份、造谣等。而这种情况通常面临举报难的窘境，即使举
报成功，对方可能只是下架或删除视频，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要堵住盗图盗视频的行为，保障原创作者的合法权
益，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平台应当充分发挥技
术优势，完善原创保护措施，及时处置侵权信息。其次，
相关法律法规也应进一步完善，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为
原创者提供更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原创者也要增强
著作权保护意识，一旦发现侵权行为，要坚决维权，让侵
权者承担应有的惩罚。只有全社会形成尊重原创、打击
侵权的良好氛围，才能让“照搬式”盗窃行为无所遁形。

中药茶饮、中药咖啡、中药面包、中药冰淇淋……最近，一
股“万物皆可入中药”的风潮在餐饮行业大火。伴随中药餐饮
逐渐“火出圈”，也有消费者表达了自己的质疑：喝中药都要按
照剂量服用，奶茶、面包里的一点点中药成分有用吗？

中药餐饮不能沦为营销噱头

近年来，中医药热度持续不减，体现出中医药的魅力。
然而，中医原本需要对症下药，而市场上许多商家并不了解
中药知识，也没有医疗专家坐诊指导用药。当食品安全问
题与用药安全问题叠加，可能带来的健康隐患不容忽视。
这也导致一些消费者逐渐从对中药饮方的信任转变为对这
场“火热市场”的观望与质疑。因此，“万物皆可入中药”的
这股热潮确实需要冷静下来，中医药养生也绝不能沦为商
家宣传营销的“噱头”。

环保教育要远离
指标化功利化““选择了选择了，，就要坚持下去就要坚持下去！！””

女子20公里竞走奥运冠军杨家玉家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永钦
□ 赵荣

8月1日，在巴黎奥运会田径项目女子
20公里竞走比赛中，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杨
家玉一骑绝尘，以较大优势夺得冠军，不仅
为中国代表团拿下巴黎奥运会田径首金，
更实现了其个人在该项目中集奥运会冠
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于一身的大满
贯，圆梦巴黎。

“这次比赛，我从头到尾一直按照自己
的节奏走，越来越轻松，也越来越自信。”赛
后，杨家玉高兴地说。

杨家玉1996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
乌海市海南区，小时候，为了生计，父母经
常早出晚归，对她的照顾很是有限。这也
造就了杨家玉独立顽强的性格。

从小学开始，杨家玉就独自步行上下
学，在奶奶家吃饭、写作业，有时和同学们
玩耍受了伤，也从不和父母说。

每天步行、跑步上下学，让杨家玉的
身体非常结实。在乌海市第十八中学读
初一时，她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冬季越野
赛，表现优异。恰逢学校组建田径队，体
育老师刘振祥便将杨家玉等一批学生招
进了校队。

“家玉的身材比例、协调性等条件特
别好，非常适合练竞走。”刘振祥告诉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刚开始，杨家玉并不知道竞走是什么
项目。“两脚不准同时腾空，着地时支撑
腿膝关节不能弯曲，感觉很新奇。”杨家

玉说，她就这样误打误撞地与竞走结下
了不解之缘。

杨家玉聪敏、坚韧。有的孩子教五六
遍，动作还是变形，而她只要一两遍就能掌
握。在长距离练习时，杨家玉也常常走在
男队员的前列，表现出过人的竞走天赋。

“其实，当时我姑娘不仅竞走练得好，
文化课成绩也很好。那会儿知道要专门去
练竞走，她的班主任还非常舍不得。后来，
孩子选择了竞走，我们全家人无条件支持
她，也经常告诫她，一旦选择了，就要坚持

下去！”杨家玉的妈妈湛正琼对记者说。
2010年，刘振祥辗转将杨家玉输送到

自治区，跟随竞走教练阿拉坦深造。第一
堂课，她就让阿拉坦刮目相看。“一个初入
专业竞走队才15岁的女孩子，竟然能跟着
专业队走下来。她小脸上坚韧的表情深深
打动了我。”阿拉坦回忆道。

在接受长达一年的专业竞走训练期
间，一些孩子忍受不了枯燥、高强度的训
练退出竞走，杨家玉却留了下来，咬紧牙关
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训练。

让杨家玉最遗憾的事情是未能见到父亲
最后一面。2015年，父亲检查出癌症。家里
人为了不耽误杨家玉的训练就将此事瞒着
她。妈妈总是说：“你爸爸好多了，现在吃着
中药调理呢，你不用担心，专心训练就行。”

2015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韩国光
州举行，杨家玉参加了女子20公里竞走比
赛，获得个人第五。她通过微信给父亲报
喜，第二天，父亲便与世长辞。

在母亲湛正琼眼里，女儿杨家玉是个
坚强、要强、孝顺的孩子。自从背起行囊离
家训练后，她从不跟家里人诉苦。在训练、
比赛、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也都能克服。

湛正琼说：“比赛中，看到她走在最前
面，我既激动又担心，越到最后越紧张。直
到她笑着冲过终点，我们大伙儿的心才放
下来。孩子这么多年辛苦努力，流下无数
汗水泪水，终于在巴黎奥运会上有了一个
圆满结果。”

“杨家玉勇敢、坚韧，有着顽强的毅
力。每次聊天，我都想和她说些训练、比赛
以外的事，比如她母亲、弟弟的变化，家乡
的建设，学校的改变等。唯独不想问她有
关竞走的事，因为每天的训练已经很辛苦
了，要聊些轻松有趣的话题，让她放松放
松。”教练刘振祥说。

阿拉坦告诉记者，今年6月，他在国外
见过杨家玉，也给出了一些技术方面的建
议。“体育运动员的训练生活特别枯燥，每天
除了吃饭、休息，就只剩下训练。杨家玉不
仅成绩优秀，还是一个特别乐观的女孩。看
到她得冠，很是为她高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邵伟

北京时间8月8日凌晨，巴黎奥运会
举重女子49公斤级决赛卫冕冠军侯志慧
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击，并挑战由自己保持
的奥运会纪录。

侯志慧远在万里之外的老家——湖南
省郴州市桂阳县樟市镇梅塘村，她的家人一
直焦急地守在电视机前观看比赛。“太紧张，
太激动了！同时，又特别担心……”侯志慧
的妈妈邓金香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在这场激烈的比赛中，侯志慧在抓举
落后、挺举最后一举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完
成大逆转摘得金牌，成功卫冕。侯志慧的
挺举成绩还刷新了此前由她自己创造的奥
运会纪录。

谈及自己的绝杀一举，侯志慧说：“我
一直有个信念，告诉自己必须要举起来，成
功之后，心里的那口气彻底释放了。”

侯志慧夺得奥运金牌后，第一时间打
电话给家人，和他们分享胜利的喜悦。“女
儿告诉我们，这场比赛太惊险了，无比紧张
和激动。”邓金香对记者说。

侯志慧1997年3月18日出生于桂阳县
梅塘村。11岁那年，侯志慧被启蒙教练李志
平发掘，开始了举重运动生涯。2009年1

月，侯志慧被招进桂阳体校举重队学习举
重。谈及女儿选择举重的决定时，邓金香
说：“当时我们没有反对，非常支持她。”

侯志慧在家中排行老二，姐姐比她大
5岁，弟弟比她小5岁。提起侯志慧小时
候，邓金香总说自己陪伴她的时间太少了。

和大多数村民一样，邓金香和丈夫以

前在家里种植烟草，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随着侯志慧和弟弟的出生，家里的经济负

担陡增，夫妻俩商量后，决定去广东打工赚
钱。于是，侯志慧姐弟3人便跟着爷爷奶
奶一起生活，父母亲只有在过年或者农忙
时回来，全家人才得以短暂相聚。

尽管一家人团聚的时间不长，但良好的家
风却一直滋润着孩子们的成长，和谐的家庭氛
围也为他们培养出良好的品质与性格。邓金
香说：“一个家，最好的风水就是和气，一家人
在一起和睦相处，便是最美好的事。”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之下，侯志慧姐弟
3人都非常孝顺。这几年，侯志慧在北京
训练，与家人见面的机会并不多。然而不
论多忙，她每周都会抽时间与家人进行视
频通话，分享自己的生活，询问家人的近
况，表达关心和思念之情。她尤其担心年
过九旬的爷爷奶奶，每次通话总是会询问
二老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

举重项目训练枯燥而辛苦，但家人在
背后默默地支持与鼓励给了侯志慧莫大的
信心和动力。“每次通话时，我们都会为她
加油鼓劲！”邓金香说。

在家人的鼓励下，加上自己的勤奋刻
苦，侯志慧在举重的职业生涯里取得了骄人
的战绩：2015年，在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中
获得女子48公斤级挺举冠军；2021年4月，
在亚锦赛女子49公斤级比赛中以213公斤
获得总成绩冠军，并以抓举96公斤获得冠
军；同年7月，在东京奥运会女子49公斤级
举重中，以210公斤的总成绩获得冠军。

“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女儿侯志慧
的刻苦和努力。”邓金香说，家人永远是她
的坚强后盾。

举重女子49公斤级奥运冠军侯志慧家庭：

家人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

□ 木须虫

空牛奶盒，28元100个包邮；空笔芯，100根21.14元……在
电商平台，这类商品正悄悄流通着。在空奶盒的商品描述里大
多会强调“环保作业”“家长减负担”。而空笔芯的交易也十分
热闹，有人解释，买空笔芯是因为“学校老师收，一星期三根”。

在中小学生开展“奶盒行动”“笔芯行动”，初衷是教育引
导学生们树立环保意识，从合理处理身边常见的垃圾做起，践
行环保理念。但该活动却沦为家长的负担，让家长花钱购买
这些物品凑数，无疑就变了味，与其说是环保教育，还不如说
是形式主义。

家长这种行为的背后，主要在于“环保作业”的指标化、功
利化驱动。学校将学生交多少奶盒、笔芯当成了践行环保的
直观成果，甚至成为评价学生环保公益以及学校环保教育成
效的尺度。如此做法，一方面脱离了环保实践的实际，喝牛奶
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笔芯则不易消耗，低年级的学生可
能一学期都用不了几根笔芯，无法用一个固定的数字来衡量；
另一方面“多多益善”的评价尺度下，无形中助推了家长与学
校非理性的攀比“内卷”，如报道中一些家长表示之所以购买
空牛奶盒，主要是害怕孩子交的数量少了“被落后”。而学校
默认家长和学生作假，如此环保教育一点儿也不环保，反而是
一种精神污染。

类似教育催生的买卖并不止于“环保作业”，此前有媒体
报道一些地方因为中小学生志愿服务要求而催生了收费的志
愿服务生意，其情形也是如出一辙，这些都折射出中小学德育
教育理念的偏差和方式的“一刀切”。

志愿服务、环保公益将其纳入学生的德育教育，应重在引
导激励，而非强制变成硬性指标，否则，就脱离了实际、变成了
负担，不免就走了形、变了味，反而变成德育的绑架。事实上，
对于道德的高线也只能始于倡导、止于倡导，不宜成为学生好
坏的区分尺度。

显然，中小学德育教育需要正本清源，应该以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为目的，绝不能让其成为形式主义蔓延的温床。逼
着家长“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最终难免让素质教育“竹篮打
水一场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袁鹏

8月10日，在甘肃省陇南市西
和县晚霞湖畔，一群十二三岁身着
盛装的女孩正载歌载舞。这是今年
西和县乞巧节乞巧程式展演娱巧环
节中的一幕。

当天，由中宣部、民政部、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相关单位指导，甘
肃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团省委、
省妇联等单位主办的“我们的节日·
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西和县启动。

西和县晚霞湖畔，再现“接天莲
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诗意
美景。这里游人如织，一派节日的
喜庆氛围，家长们纷纷带着孩子走
出家门，庆祝这个特别的节日。

“一对蜡，两对蜡，我把巧娘娘
迎进家；巧娘娘教我学文化，巧娘
娘，下凡啦，文化启迪你我他……”

在晚霞湖公园一隅，参加迎巧
展演的女孩们正在欢快地边跳边
唱。一旁的指导老师告诉中国妇女

报全媒体记者，现在乞巧歌舞的样
式、唱词跟之前相比有些变化，但唱
腔还是沿用传统的调子，乞巧的内
涵没有改变。

记者了解到，作为这次活动的
主要内容之一，当天展演的还有坐
巧、迎巧、祭巧、拜巧、送巧等民间乞
巧程式内容。古老的乞巧民俗在这
里再现，参加乞巧的西和少女们成
了湖边最美的风景。

除了乞巧展演，当天的“七夕”
主题文化活动，也成为展演陇南包
括西和县非遗文化的舞台。西和麻
纸、武都高山戏、文县白马池哥昼、
两当号子等国家级非遗文化观摩展
示活动现场很受欢迎。

“切制、浸泡、抄纸……”非遗传
承人现场展示了“麻纸”的制作过
程。西和麻纸是西和县特有的非遗
文化，已有上千年的历史。2020年
西和麻纸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起源于先秦的“乞巧”民俗，被誉

为“中国乞巧文化的活化石”。西和
乞巧是集信仰崇拜、诗词歌赋、音乐
舞蹈、工艺美术、劳动技能等为一体
的综合性民俗文化活动，从农历七月
初一前夜开始至七月初七深夜结
束。乞巧民俗已历经了2000多年。

过去，“巧娘娘”教会女子们针
线与茶饭，赐予她们聪慧灵巧与美
满爱情；如今，“独立、自强、自信”已
成为乞巧文化的一种延伸，姑娘们
化身“巧嫂”“巧妹”“巧女”，编织着
砥砺奋进的多彩画卷，展现着巾帼
不让须眉的责任担当。“西和乞巧寄
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
引领着家庭美德和良好家风的培育
养成，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女儿
节’。”西和县县长杨彦表示。

“我们从小就参加乞巧节，乞巧
节寄托了女孩子们对生活的美好向
往，这个节日是西和的女孩子一年
中最快乐也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当地文旅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景韵
润/黄怀翩 发自北京 在刚刚过去
的七夕节，虽恰逢周末，但多地陆
续开启“为爱不打烊”活动，婚姻
登记处加班办理婚姻登记业务，
以满足广大新人的需求，目前，全
国各地结婚登记量正陆续公布。

据了解，8月10日，上海全市
有1982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广
州当日办理婚姻登记的新人有
1290对，同比增加10.92%；截至
10日18时，深圳全市当日共办理
婚姻登记1063对，较去年七夕的
1004对略有增加。“结婚登记是
人生大事，选择七夕这样一个有
特殊意义的日子登记是新人们对
婚姻美满的期待。”中国妇女研究
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博
士生导师叶文振说。

在湖南长沙，8月10日全市9
个区县（市）婚姻登记机关共办理
婚姻登记988对，相较于2023年
下降约5.5%，比2022年增加约
69.4%。对此，叶文振表示，从全国

范围看，各地数据具有差异性，七
夕当天的结婚登记数据只能反映
一天的情况，不太能够说明全国婚
姻登记的整体趋势。尽管有些地
区七夕结婚登记人数有所增加，需
要注意的是，民政部官网发布的
《2024年2季度民政统计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43
万对，较去年同期减少了49.8万
对。“结婚登记量的下降不代表婚
姻失去了吸引力，适婚人口减少、
婚姻观念改变、适婚人群推迟结婚
等都是结婚登记量减少的原因。”
叶文振说。

叶文振认为，要推动构建婚育
友好型社会需要全社会发力。“要
将男女平等引入婚姻生活，共建共
享高质量婚姻关系；要对年轻人进
行婚姻家庭观念的引导，用数据和
事例来实事求是地宣传婚姻的美
好；应开展学术研究，了解年轻人
对于婚姻的态度以及进入婚姻的
顾虑；有关部门应当加快落实配套
措施，减轻婚育的成本和负担。”

七夕各地婚姻登记迎来小高峰 传统与现代元素交织

甘肃西和：“女儿节”乞巧民俗“浪漫秀”婚姻登记处“为爱不打烊”

走进 军之家冠冠

杨家玉(左一)和妈妈、弟弟在一起。 赵荣/摄

8月7日，中国选手侯志慧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