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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过去的
一年，你有没有转发过“锦鲤”，或者
有事没事“皮一下”？共青团上海市

委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些可都是
2018年申城年轻人中最时髦的词。

这是记者从昨天举行的 2018

“青春上海”年度语录发布仪式上获

得的信息。

团市委以项目组的形式，通过

大数据挖掘，在微信、微博、B 站、

网易云音乐等多个互联网平台，
提取大量信息进行词频分析，同

时深入各个青年群体倾听青年心
声，形成了 2018 年“青春上海”年

度语录。
其中, 既有体现 80后、90后关

注重大事件、向往美好生活的“党的

诞生地”“国风潮”“中国骄傲”“命运

共同体”“改革再出发”等高频词汇，

也有捕捉青少年生活百态的“锦鲤”
“佛系”“官宣”“C位出道”“皮一下”

“好嗨哟”等网络流行语。
值得一提的是，“无奋斗不青

春”“小叶子”“人工智能也要从娃
娃抓起”“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

等上海青年在 2018年度积极参与

的项目，也成为广泛传播的热词。

“无奋斗不青春”“皮一下”
2018“青春上海”年度语录揭晓

    近日， 某艺人在

微博中推荐 “心灵课

程”，被中国反邪教组
织和中国警方在线官

微点名。随后，有多家
媒体评论， 希望明星

注意公众形象， 别放
任自身影响力为不良

言行张目。

明星、 名人的行

为是否妥当自有定
论，我在想的是，为什

么现在所谓的 “心灵
辅导班”越来越热门，

即使价格不菲， 依旧有不少人趋

之若鹜。

第一次听说类似“灵修”的概

念，大概是10年前。当时的通行说
法是“身心灵”学习。远有美女胡

茵梦，近有身边一些朋友。她们谈
能量，谈气场，谈生命内核。虽然

这些话语系统比较陌生， 但还可

以从心理学上找到相近的描述。

之后，就感觉“灵修”的味道

渐渐地变了。 有人煞有介事地宣
布，一屋子人集体冥想，把一位绝

症妇女治好了； 还有深入修行的
朋友，说话越来越玄，对人类未开

发的能力越来越相信， 对师兄师
姐越来越膜拜。

在她的描述中， 上课的人必
须绝对相信、 绝对服从讲台上传

授的人；要跟着大喊口号、人云亦
云。朋友困惑地问：这到底是“灵

修”，还是邪教？

是的，我们是该好好问一问，

这些以控制人心灵为手段的课
程，到底是灵修，还是邪教？

我有一个朋友，读到博士，能
言善辩，思路清晰。可接触“灵修”

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她说，修行
的是爱， 师兄师姐是领路人。她

说， 爱可以创造能量， 爱可治百
病———小到感冒，大至癌症。我们

多次争论，都说服不了她。

在我看来，爱没有错。用爱的

名义“洗脑”，再要求会员盲从，甚

至捐钱捐物，就是错。

几十年前有种“×功”，据说
练功时能浑身散发出香味。 如此

荒谬， 可就是有不少人信了。后
来， 被证明这是邪教。 被曝光的

“创造丰盛”的培训机构，打着“宇
宙能量” 的旗号， 招收万余名会

员，敛财超过10亿元。洗脑手段，

也近似邪教。

我很愿意相信， 这世上确实

有一些教人提升修养的学者。但
是，一旦修行成了服从，内省成了

玄妙，就值得警惕了。人世间有许
多未解之谜， 人生也充满歧路与

变数。用“灵修”代替直面问题、解
决问题，和“精神鸦片”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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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红色荣耀
党的诞生地、国风潮、中国骄

傲、命运共同体、改革再出发、新

时代共享未来、追梦人
网络青语

锦鲤、佛系、官宣、C位出道、

阶梯式起床、皮一下、魔都结界、好

嗨哟、哈哈哈哈哈哈哈、教科书式

团聚青春
无奋斗不青春、小叶子、人工

智能、也要从娃娃抓起、活力长三
角、业委会来了年轻人、垃圾分类

就是新时尚、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青年讲师团、国旗下成长

“青春上海”年度语录

    “春考英语难”“不少题目直接

来自于原版报刊和电视剧”“如何
保证一年两考的外语在赋分上公

平公正”⋯⋯面对这样的疑惑，上
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郑方贤昨天

下午给出了回应，认为考试有其自
身的方法与规律，它的任务就是按

照考试设计方案命制最为合适的

试题，目标就是以最大的可能性测
评出考生的真实能力。

原版素材常作考题
2019年春考外语考试一结束，

就有人凭着考生回忆发帖称“听力

题来自美剧《生活大爆炸》，填空题
来自《纽约时报》，完形填空来自英

国《卫报》，概要写作的文章则源于

美国环保署网站”，就此质疑春考

英语试卷的难度是否超出了标准。
甚至还有个别校外培训机构以“试

题超纲”作诱饵招揽生源。郑方贤
院长表示，从英语国家的原版素材

中选择合适的语料，是上海英语高
考命题的一贯做法，当然所选择语

料的话题与内容必须符合相应课
程标准的规定，试卷设计也必须满

足有关考试方案的要求。因此，在
试题的命制过程中，必须在词汇、

体裁、题材等方面对原始语料进行

改写和注释，以保证试卷上的文章
符合《考试说明》的要求。网上以未

改编的语篇原文判断考试难度当
然是不准确的。郑方贤提出，那些

“能读专业刊物至少需要 1.5万到
2 万阅读词汇量的积累”“试题来

源、取材愈发倾向于英美的原版报
纸、网站（这次甚至还有美剧）”等

帖子更是误导公众。实际上，“春考

英语 12000词的缺口，试题与考纲

的鸿沟究竟怎样跨越？”“12000词
的缺口，我拿什么拯救你？”等耸人

听闻的网文，就是为了把学生引向
校外培训，而且，每个帖子结尾处

的微信、微博地址，以及培训机构
名称甚至广告语等，已经暴露了发

帖者的最终目的了。

两考难度无大差异
一年两次高考，尤其是两次高

考的外语成绩，均可计入秋考的总

分里，那么公平性如何保证？外语
两次考试的难易度如何平衡？据

悉，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对 2017年 1

月与 6月、2018年 1月与 6月的同

年度两次考试的比较结果显示，在

试卷词数量、文本可读性指数、得
分均值、答题得分率、知识内容分

布等主要指标上，上海同年度 1月
卷与 6月卷均无显著差异。以 2018

年 1 月与 6 月上海两次外语高考

为例，对于四类学校的得分均值，
市实验性示范性学校分别为

109.98分和 111.08分，区实验性示

范性学校分别为 88.95 分和 91.59

分，一般高中分别为 76.83 分和

79.43分，民办高中分别为 74.97分
和 78.21分，同类学校得分均值差

异仅在 1.10至 3.24分之间，保持
相对稳定。

对此，郑方贤早在春考之前就

表示，现在的高考不同于以往仅仅
是按照考试成绩从高到低、根据招

生计划数划定录取资格线，而是
要采用更为科学的方法测评出考

生各学科的真实水平与学习能力，
并给予一致性的比较与评价，这样

才能解决外语多次考试的一致性、
不同科目考试评价的等值性等新

问题。

首席记者 王蔚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袁玮）记者今天从虹口区获
悉，该区近日发布《关于提升社区

治理能力的行动计划（2019———
2021年）》，该《计划》透露，虹口区

将通过撬动社会资源和资源共享
机制，3年后助（就）餐点由目前的

42个增加到 100个，其中 2019年

新增 24 个、2020 年新增 18 个、
2021年新增 16个，让居民在家门

口就有助餐点。
近年来，虹口区根据居民需

求，大力发展家门口的助（就）餐
点。8个街道已先后建成 42个助

（就）餐点，方便居民在家门口就能

吃到价廉物美的中晚餐，有的助

（就）餐点还开设有早餐，受到居民
的欢迎。该区北部的彩虹湾地区由

于大量人口导入，且缺少商业网
点，居民就餐成了一大难题，江湾

镇街道通过走访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先后多次到彩虹湾地区实地察

看，寻找场所，最终为彩虹湾地区

居民解决了助（就）餐问题。

记者从《计划》中得知，虹口
区将经过 3 年努力建成 8 个示范

性和 12 个标志性市民驿站，把虹
口市民驿站建设成 15 分钟生活

服务圈、网格管理圈和党建活力
圈，由此成为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最后一公里”问题的有效载体、

组织群众开展自我管理有效载
体、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居民自治

的有效载体，确保全市领先地位，
将市民驿站打造成全国基层社区

服务品牌。
虹口区今年将完成 8 个市民

驿站智慧健康小屋建设，在 8个街

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已建养老顾
问点的基础上，推进养老顾问点向

居民区延伸，做到 35个市民驿站
内养老顾问点“全覆盖”。2019年还

将通过对全区卫生资源的优化、调
整、新增，完成 46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分中心、家庭医生诊所在各

市民驿站（含附近）配置。

据了解，虹口区将通过落实错
时工作制和做实志愿者参与管理

服务机制，逐步实现全区 35个市
民驿站服务时间从覆盖工作日到

覆盖全年的转变，2019 年达到
35%，2020年达到 70%，2021年实

现全部市民驿站全年无休。

同时，通过撬动社会资源，不
仅使公共管理服务资源更多向市

民驿站下沉，而且动员更多社区单
位、社会组织发挥自身优势，参与

市民驿站服务。2021年参与市民驿
站服务单位从目前的 366 家增加

到 1000家左右。

市教育考试院院长回应对春考英语卷质疑

所谓“超纲题”多为培训机构放诱饵

虹口区三年后助餐点将达 100个

方便居民在家门口吃上中晚餐

教育新观察

百万青少年
红色大寻访

    “党的诞生地”上海百万青少年红

色大寻访成果展昨晚举行。自 2018

年 7 月以来 ,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

教委、市旅游局、市委党史研究室和
市委党校等单位共同开展了“党的诞

生地”———上海百万青少年红色大寻
访活动，展览呈现了申城青年以多种

形式参与活动取得的收获。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孙中钦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