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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每天都玩手机，好像没了手
机就活不下去了一样；又像一只
饿了三天三夜的恶狼正盯着一块
又大又肥的肉一样……爸爸，只
要你能放下手机，我愿意用东西
换，哪怕是我的生命。”前段时间
微博上一篇9岁小学生写的《爸
爸，我想对你说》引起了大家的
争议。
在这个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
代，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仅丰
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也将危害
带入我们的生活,带来大量的垃圾
信息。
昨日，在云南政协报社会议室举
行的“两会聊天室”上，委员们围
绕“让网络危害远离我们的生活”
这一主题进行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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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不慎接触上网贷，差点毁了
自己的人生，还差点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如今仍在艰难还贷的大学生郑某的经历
刺痛了每个人的心。幸运的是，在昆明市
大学生爱心家园协会的帮助下，郑某走出
了这段阴影，如今靠自己的劳动所得一点
一点还着债。

昆明市大学生爱心家园协会创始人
纪延忠说，当初接到郑某的电话，心情非
常沉重，一位来自宣威农村的孩子，好不
容易读个大学出来，却因沉迷网络、接触
上网贷而导致悲剧。现在有很多年轻人
抵制不了诱惑，自己的能力又不足，从而
走上一条网贷的不归路。

《我错了，谁来拯救我？》的一封信就
是郑某在他人生最昏暗的时候写下的，他
说当时心情糟糕到了极点，但还是希望用
自己的惨痛经历给学弟学妹一个深刻的
教训和提醒，切忌沉迷网络，更不能接触
网贷，毁了自己的整个人生。

在两会聊天室，省政协委员戴信
鑫提出“报刊亭是思想政治宣传文化
传播的重要阵地”的提案，希望恢复昆
明街头的报刊亭。

戴信鑫说，报刊亭在思想政治宣
传和文化传播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也是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
传播途径。2017年昆明“创文”以来，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昆明市将全市街
头90%以上的报刊亭予以了关停，让
昆明失去了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为此，戴信鑫建议：由中共昆明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牵头负责对全市
报刊亭进行提质改造，由市城管局等
相关部门根据社会需求和具体要求提
供合理场地，将全市报刊亭全部予以
改造，提升城市形象；由市城管部门通
过向全社会广泛征求报刊亭设计方
案，统一设计、统一制作具有民族文
化、地方特色的特色报刊亭；对街头报
刊亭重新规划、选点，根据人口密度来
进行科学合理设置，重现街头买书读
报的文化氛围。

考虑到市容市貌的整齐划一，戴
信鑫建议对报刊亭的面积大小、门头
装修及外观形象进行统一，这样不仅
不会影响市容市貌，反倒是城市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按照市场化运营的思
路，报刊亭的设点规划完之后，进行公
开招标，让有条件的企业和人来经营
报刊亭。对报刊亭的管理，应严格按
照市场化原则，在不与相关法律法规
相冲突的情况下，鼓励经营者根据市
民需求提供相应的民生便民服务，高
效发挥报刊亭的作用，也让报刊亭的
经营进入一个良性循环。在一些特殊
地段，如人流量较大、拥有历史遗迹的
地方，可根据需要，由政府职能部门与
报刊亭联手发挥额外的宣传展示作
用，使其城市文化窗口的功能得到有
效发挥和彰显。

本着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戴信
鑫建议由政府投资兴建报刊亭，通过
公开招标交由企业经营管理。同时，
城管等部门作为管理主体，加强监督
管理，以使其更好地发挥报刊亭的功
能与作用。 本报记者 左学佳

实习生 马艺宁 马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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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游戏泛滥成灾
建议夜间强制隐屏

希望昆明街头
恢复特色报刊亭

云南中医药大学大三学生潘
晓鲜非常阳光地告诉大家，由于自
己每天都把时间排得满满的，从学
业到公益活动，根本抽不出时间和
精力来刷手机，更不要说玩游戏
了。潘晓鲜说，其实，她身边也有
沉迷于网络的同学，这关键还是看
个人的自律性，当然，树立高尚的
生活情趣和远大的抱负、理想显得
相当重要。

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学生工
作部副部长、学工处副处长杨彦琦

表示，当今高校大学生的管理，面临
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将青年学子们
从网络世界、游戏世界中拯救出
来。他认为，要解决这个困惑，关键
还要从引导上做起，从潘晓鲜同学
的身上，他也看到了青春阳光的正
能量生活，所以做好学生工作，要从
开展一些公益活动，像大学生爱心
家园协会那样，把学生的注意力吸
引到正道上，让他们有事可做，不再
无所事事，就可以逐渐让学生不再
沉迷于手机。

远离游戏自律很重要

“我一直认为，网络游戏就是
‘精神鸦片’，所以应该加以禁绝。”
云南省政协委员戴信鑫在聊天现场
公布了他刚刚结束的一项网游调
查结果。他说：“在发出的几百份
问卷当中，认为网游不好，对社会
有危害的比例占到了75%，另25%
的被调查者中，大多数也承认网游

的危害性，只是觉得一下子禁
绝很难做到。”

戴信鑫介绍，之所以
发起这次调查活动，就是感
觉现在沉迷网络、迷恋手机

已经影响到了各行各业，影响
到了千家万户，尤其是看到无

数网民沉迷网络、困于网贷，他
实在坐不住了。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戴信鑫
今年准备了两件提案材料——《关
于禁止精神鸦片网络游戏的提案》
和《关于夜间11点30分至凌晨5点
强制性隐屏网络游戏请求人大立法

的提案》。
戴信鑫建议：尽快制定法律法

规对网络游戏的审核，约束网络游
戏泛滥成灾。在开发软件上从源头
就设计娱乐时间和日期，在晚上11
点30分到凌晨5点自动失眠关闭系
统，多设计健康向上的游戏；实行
实名制登记、公安统一管控，避免
给老、中、青几代人造成毒害；软件
中不得含有色情、暴力、赌博等不
良内容；网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监
管，进一步发挥网警的作用，对一
些网络不良内容随时监控，加大打
击处罚力度，发现一起，重罚一起，
对开发软件厂家和网吧色情不健康
的游戏零容忍。

住滇全国政协委员何庆表示，
现在打开一些新闻网站，页面上到
处都是网贷的广告和链接，“我就觉
得很奇怪了，为什么网贷的危害如

此之甚，却依然让这些
网贷公司的
宣传大行
其 道 ，大
肆 宣 传
呢？是哪

里批准的，就
应该追责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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