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放在旅馆前台沙发靠背上，3 个小朋

友半趴在沙发上，盯着小小屏幕看视频，“投入

得仿佛和外面的世界隔开”。整整一周，几乎

每天如此。这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中心博士后易卓在湖北省一个小镇旅馆里看

到的一幕。

易卓经常趁假期到湖北及周边省份的乡

村地区调研。5 年前的一次调研中，有村小老

师向他抱怨，班里一些留守儿童偷偷把手机带

到学校，越来越不好管。那时，他并不觉得这

是个大事，“总要跟在外打工的父母联系吧？”

再次到访，易卓觉得，留守儿童沉迷手机现象

已经不能忽视。

不少孩子放了学就摆
弄手机

推开一户人家的门，五六岁的男孩盘腿坐

着，目不转睛盯着手机屏幕，凑近一看，正在游

戏里酣战。

村民对易卓说，现在不少孩子放了学就摆

弄手机。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由老人管；而老

人要干农活，没精力管孩子，“何况手机的各种

功能，老人也搞不明白。”

闫 令（化 名）是 湖 北 某 乡 镇 一 名 小 学 老

师。这个暑假，上初二的女儿一有空就躲在房

里看短视频，经常不出门。一气之下，闫令发

了火。第二天，女儿“逃”到奶奶家。

他感到挫败：“我当老师，都管不住自己孩

子玩手机。”推己及人，他更忧心：班上那些孩

子，爷爷奶奶怎么管住他们的手机？

为了弄清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使用情况，

2021 年以来，易卓所在的武汉大学中国乡村

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面向河南、湖北、湖南 3
省 9 县的中小学生家长开展了留守儿童手机

管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3172 份。

调查显示，40.4%的留守儿童有专属手机，

49.3%的留守儿童使用长辈的手机。看短视频

和玩游戏是留守儿童主要的上网娱乐方式，分

别占比 69%、33.1%。有 67.3%的家长认为自家

孩子出现了手机沉迷的趋势，其中 21.3%的家

长认为孩子“严重沉迷手机”。

在江西某县某校，六年级的一个班里，周

末在家玩手机 10 个小时以上的同学超过了

一半。湖北某县一中学例行体检，初一年级

30%的学生达到重度视力不良。一名班主任

表 示 ，孩 子 近 视 很 大 一 部 分 原 因 是 玩 手 机 。

甚至有家长对课题组说，孩子像“掉”进手机

里了。

还有的时候，手机成了“电子保姆”。湖北

黄石市阳新县黄颡口镇某村小学是一所完全

小学，辐射周边 4 个村子，有学生约 600 人。该

校校长家访时曾遇到这样一幕：孩子一吵闹，

家长从裤兜掏出手机，“去玩吧，别乱跑啊。”

孩子们需要更多引导
和陪伴

课 题 组 成 员 尹 辉 煌 是 在 农 村 长 大 的 90
后。小时候，尹辉煌经常跟着大孩子打弹珠、

烤红薯、钓龙虾，乐不思蜀。“00 后、10 后不同，

他们往往对村庄感到陌生，有同村的同学，却

缺乏同村的玩伴。”尹辉煌说。

一部小小的手机，可以代替电脑、游戏机、

MP4 等诸多产品。一些乡镇中学附近的商家

甚至开始收购二手手机，以更低的价格出租给

学生。上次回老家，尹辉煌惊讶地发现表弟和

其他同学合租一个手机，用来玩游戏。

以手机为载体，短视频、游戏、直播间所呈

现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直接“涌”进了孩子们的

世界。

调研显示，小学高年级和初中阶段的留

守儿童更容易沉迷手机。课题组组长、武汉

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夏柱智认为，这个年龄

的未成年人处于身体和心理发育期，正逐渐

形成自己独立的想法，“但因为缺少陪伴和监

管，手机上的不良信息很可能影响他们形成

正确的价值观。”

夏柱智认为，孩子们并不是不喜欢亲近村

庄、亲近大自然，“父母不在身边，没人带他们

玩；老人担心出现溺水等安全问题，宁愿让孩

子待在家里。”还有同辈的群体示范，聚在一起

玩手机成为一种社交方式。

智能手机的确为许多村里的孩子打开了

了解外面世界的大门。“只不过，从调研情况来

看，自觉合理使用智能手机并产生积极作用的

案例很少。”夏柱智说，智能手机重构了孩子原

有的社会化方式，孩子们减少了对身边人和事

的关心。

2021 年新学期开学后，进入黄颡口镇镇

中的大门，要先过一道金属探测仪，全身扫一

遍，“嘀”出来的手机要被暂时没收。为偷偷带

手机，学生们招数不断：有翻墙入校的，有两人

打配合的，还有蒙混过关的。不久后，学校引

进一家安保公司，聘请“外援”对学生开展手机

管理等，不过这样的管理模式仅持续了一年就

因费用过高暂停。

黄颡口镇镇中校长严庭锐觉得，沉迷手

机，可能是缺少陪伴情况下的代偿行为，“我们

要关注背后这些隐性问题。”为此，今年上半

年，学校增设了心理咨询室。

一次放假回老家，夏柱智叫上村里左邻右

舍的孩子们出来爬山。山还是那座山，不高也

不险，但孩子们高兴极了，“走两万步都不喊

累”。他还教大家打羽毛球，侄子学会后，经常

拉着他在房前屋后打比赛。

屏幕之外，孩子们依旧渴望着与现实世界

的连接。

为孩子创造更多屏幕
之外的连接

实际上，对于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的重

视和治理一直在加强。

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指出“引导

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防止网络沉迷”。新

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专门设立“网络保护”一章。教育部出台的

“五项管理”（即加强中小学生作业、睡眠、手

机、读物和体质管理）政策将手机管理列为重

点。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

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中小学生原则

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今年 6 月，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开展为

期两个月的“清朗·2023 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

环境整治”专项行动，针对网络沉迷问题，专项

整治“向未成年人违规提供网络游戏账号租售

服务，教授未成年人破解防沉迷系统、绕过青

少年模式”。

对于留守儿童来说，如何与智能手机共

处，是智能时代必须面对的问题。

读绘本、听故事，拔河、磨豆腐，参观消防

站、科技馆，去县里的电影院看电影……今年

暑假，湖北黄冈市罗田县黄冈庙村三年级学生

雷思甜在“希望家园”体验了不少新鲜事。

“希望家园”项目已在罗田实施多年，依托

大学生志愿服务，对 6 至 14 岁青少年开展暑期

托管。今年，共青团罗田县委想做个大胆的尝

试：将托管日常化，延伸到包括周末在内的全

部节假日。

仅靠外地大学生还不够，必须调动起乡村

自身的力量。黄冈庙村村两委召集党员、干

部、教师和部分家长开了个动员会。

村民反响之好，让参会的团县委书记陈亮

惊讶：报名人数超出原计划 3 倍还多。“细伢子

玩手机影响学习，我们心里也不好受。让孩子

有地方去、有人陪，这是顶好的事，哪能不支

持？”村民们说。

一位责任心强的退休教师主动牵头负责，

6 名村民申请参与志愿服务，与来村大学生志

愿者轮流排班。陈亮介绍，目前，这个被称作

“希望家园升级版”的项目在 3 个村同时试点，

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每个试点村募集

了 3 万元经费。

据了解，过去 5 年，湖北已累计建设“希望

家 园 ”项 目 点 4942 个 ，服 务 少 年 儿 童 19 万

余人。

屏 幕 之 外 ，还 有 一 些 改 变 悄 然 发 生 。

黄颡口镇镇中对面有一排小商店，记者走

访发现，其中不少店铺是近两年返乡的陪读家

长开的。

一家奶茶店店主梁三丽告诉记者，她和丈

夫过去在深圳的工厂务工，两年前决定回来陪

女儿读书。虽然收入降了一些，但梁三丽说不

后悔。

中西部地区农村越来越多外出务工者选择

返乡创业就业，这也是课题组的研究发现之一。

返乡的原因中，对孩子教育的考量是重要方面。

而最近，放假回老家的夏柱智正四处张

罗，把“希望家园升级版”项目引到村里。沿着

村湾走访一圈，村干部、老人和年轻父母几乎

没人不支持，短短几天，已有好几名村民报名

做志愿者，甚至有家长愿意付费托管。

“需求是迫切的。”他说，“一旦乡村内生力

量被激活，将发挥出巨大的潜能。”

打开信息大门，也带来过于依赖的问题

留守儿童，如何与手机共处
本报记者 强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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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8月 21日电 （记者王昊男）近日，京津冀

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协同专题工作组会议在京召开。会议

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协同专题工作组工

作机制》，明确了“战略协同、开放共赢、优势互补、持续突

破”的工作原则。

据介绍，专题工作组建立了每季度召开专题会议的

运行机制，将围绕重点关注事项、重点任务推进情况、协

同创新实际需求进行会商研究；强化了以会议纪要形式

固化会议研究成果的决策机制，以清单化推进机制推动

各项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制定了三省（市）科技部门局级

分管领导负责调度督办、专项任务协调牵头处室负责统

筹组织、三地责任处室及单位按照责任分工负责协同推

动的三级责任落实执行机制，共同研究推动京津冀区域

内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比重提升等。

京津冀建立科技创新协同工作机制

本报沈阳 8月 21日电 （记者刘佳华）“同学们，我们

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中国工业博物馆，今天我们将感受中

国工业的发展历程。”日前，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工业博物

馆里，沈阳市和平区南京一校长白岛一分校的学生们听

着思政老师的认真讲解。通过摄像机与大屏幕，陕西省

延安市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的学生远程同上一堂思政

课，一起了解中国工业的发展历程。

今年 3 月以来，沈阳、延安共同启动思政教育活动，

整合两地红色资源优势，搭建红色主题教育、红色互动研

学的共享平台，打造特色思政“大课堂”。自活动开展以

来，沈阳、延安两地已开展思政教学、劳动教育、国防教

育、线上游览等交流活动 20 余场，参与学生 3000 余人次。

沈阳、延安联动上好思政课

本报兰州 8月 21日电 （记者王锦涛）19 日，“庆祝

《敦煌研究》创刊 40 周年暨出版 200 期座谈会”在位于甘

肃省兰州市的敦煌研究院兰州院部举办。《敦煌研究》共

刊出正刊 200 期、特刊 11 期，发表论文 4100 余篇，刊发内

容涉及敦煌学的所有专业，成为敦煌学界的必读期刊。

40 年来，《敦煌研究》不仅形成了特色常设栏目，如

石窟考古与艺术、敦煌史地、敦煌文献等，还不定期开设

专门研究的栏目，如简牍研究、敦煌民族与宗教等。《敦煌

研究》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制度，除编委会专家之外，还聘

请相关专业的顶尖学者作为特邀审稿专家，保证选稿用

稿的质量。

为纪念创刊 40 周年和出版 200 期，《敦煌研究》编辑

部编辑出版了专题《〈敦煌研究〉创刊四十周年暨出版

200 期纪念专号》《〈敦煌研究〉1—200 期总目录》。

《敦煌研究》创刊 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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