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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益阳有学生家长反映，一种“死亡游戏”在校
园流行。该游戏被称为“梦回大唐”或“死亡三秒”，孩子在
游戏后迅速晕倒，并曾发出尖叫，伴随满脸冷汗，直到第二
天还感觉头痛头晕，“我儿子这一次这条命真的算是捡回来
的。”

11月4日，益阳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在了解相关情
况后该局已采取措施，已要求全市学校进行排查，“截至目
前，我们暂未接到其他学校类似情况的报告。此外，我们在
加强生命教育工作方面已经做了后续部署。”涉事家长表
示，孩子已无大碍。

根据该游戏的体验者描述，“梦回大唐”游戏大概是：靠
墙蹲下深呼吸、憋气，然后由其他人按胸口等。

游戏的核心点是让体验者快速达到窒息缺氧的状态。
该游戏之所以会被叫作“梦回大唐”，是因为在达到窒

息状态后，体验者会短暂昏厥，产生一些奇特的感受，有的
人甚至会出现幻觉。

网上也有部分体验者发布自己玩该游戏之后的“所见
所感”，这些感受千奇百怪，各不相同。有人说“看见了童年
的场景”，也有人说“目睹了梦幻景色”，甚至还有人称看到
了“前世记忆”……

据此前报道，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二病区主

任刘少波介绍，“死亡游戏”压迫心脏、抑制呼吸导致回心血
量减少，大脑的血液和氧气相应减少。严重者导致意识丧
失、全身脏器功能停止等，直接危及生命。

公开资料显示，“死亡游戏”又叫“心跳游戏”或“闭气
窒息游戏”，最早源于东南亚及我国港台地区青少年当
中，上个世纪90年代末传入我国，在少数中小学和大学校
园传播。

2004年，教育部在获悉“死亡游戏”在学生中传播的情
况后，坚决制止此类危害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的不良游戏
在学生中传播、蔓延。

如今，“死亡游戏”死灰复燃，除了说明监管部门、平台、
网站等对相关问题不够敏感之外，也给家长、老师提个醒，
平时要细心观察孩子的娱乐方式，一旦发现苗头及时纠正、
提醒。

“死亡游戏”再现校园 看到这个动作一定要制止

死亡从来不是可以随意尝试的游戏，视生命如儿戏的
游戏必须彻底封杀，美化传播死亡游戏的信息必须清理。

“死亡游戏”屡屡死灰复燃，说明监管部门、平台、网站等对
这个屏蔽词还不够敏感，才给了别有用心之人、所谓的体
验者一再钻空子的空间。要想封杀“死亡游戏”，监管部
门、平台等要常念紧箍咒，家长、老师也要细心观察孩子的
娱乐方式，一旦发现苗头及时纠正、提醒。莫等到悲剧酿
成，再追悔莫及。 ——北京晚报

“死亡游戏”不仅不能进校园，也不能存在于校外，我
们必须全方位地围追堵截，直至其消亡，才能真正确保每

一个孩子都不受“死亡游戏”的迫害。从这个角度看，围堵
“死亡游戏”，是一场输不起的硬仗。 ——大河报

评论，“死亡游戏”打着挑战、刺激的幌子，利用青少年对
未知事物的探索欲望，引诱他们漠视生命，将年轻的生命推
向悬崖边缘。面对“死亡游戏”的传播，各地需要严阵以待、
严防死守，防范这类游戏戕害中小学生。当然，更要坚决铲
除危险游戏的生存土壤。有关部门亟须加强对网络和文化
环境的监管，从源头上杜绝此类危险游戏的传播，让青少年
在健康、安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中国妇女报

据中央政法委长安剑、齐鲁壹点客户端

评论

纵深

农村啃老的“啃金钱”和“啃时间”

经走访发现，农村啃老在20岁至40岁年龄段的中
青年都有覆盖，其中年轻人啃老主要表现为工作后入不
敷出、在家待业等，而30岁以上的人群不乏靠父母买
车、付房贷，部分父母还要拿出自己的养老钱贴补儿孙。

中部农村一名22岁的大学生小王今年大学毕业后
未找到工作，已在家休息几个月，他打算先在家复习考
公：“现在就业形势不好，与其在私企混日子还不如认真
考公，一些学长连续两三年专门在家复习。”

山西24岁的宁博（化名）职高毕业后进城打工数
年，但不时需要父母贴补。今年宁博结婚，在县城买房、
彩礼等40万元左右的花销全靠父母负担。“在外打工日
常消费高，很难攒下钱，不向父母伸手就不错了，养娃根
本不敢想。”宁博说。

富有富啃，穷有穷啃。61岁的王超（化名）家境相对
较好，尽管给儿子在城里全款买了房和车，仍要贴补儿
子一家。“无论穷富都啃，富有富啃，穷有穷啃，婚前婚后
都啃。”王超说，“家境好的还凑合，一般家境的该多难
啊。”

白彩霞（化名）是宁夏西海固的脱贫户，她25岁的
儿子成家后在城里打工，每月3000多元的收入难以养
家，她和老伴只能节衣缩食，按月给孙子打奶粉钱。白
彩霞说，今年肉牛价格下降，养牛基本不挣钱，她公益性
岗位每月近1000元的收入基本都贴补孙子了，一家人
只能借新还旧凑合过日子。

除了“啃金钱”，“啃时间”更为常见。不少进城务工
的年轻人将孩子交给父母养育，长辈花钱又费力。中部
某省35岁的韩飞和妻子常年在江苏打工，有一双儿女，
都由爷爷奶奶照料。“我们一年最多回家两次，每次在家
最多待半个月，孩子从小由我爸妈带大，日常花销也主
要由我爸妈负担，真的没办法。”韩飞说。

农村啃老的“就应该”和“不得已”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青年为就

业、成家、子女教育等涌向城市，地域流动、阶层流动、信
息流动等因素加强，对传统乡村社会价值观产生冲击。

受消费主义影响，农村攀比之风抬头，有的中青年
人消费欲望强烈，一度追求高额消费，完全超越个人能
力。“干啥都要比，说啥都是钱。”王超说，买手机只买苹
果手机，买车低价的不考虑，必须得开出去能撑面子的，

“停在那儿都能让人高看一眼”。
高额消费掏空了一些农村中青年人的钱包，养育子

女等应由其承担的责任义务，自然落到了家里老人肩
上。东部某镇一位老人说：“儿子没钱养孙子了，无论怎
样也得管呀，谁让是我生的儿子呢。”“如果不贴补，小两
口就会因为经济问题闹矛盾，与其这样，宁愿自己少花
点。”王超说。

老人的付出，被有的中青年人视为“就应该”。自己
要活得好，活得比别人强，为了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
活”，他们顾及不到抚养后代、赡养老人等传统家庭责
任，“啃”自家的老人，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除了主观上的“就应该”，也存在客观上的“不得
已”。购房、彩礼等开支如今逐渐成为农村家庭的大头
开支。王超说，农村青年成家、孩子上学等城里没房根
本不行，这两年买房、买车、结婚彩礼等行情不断攀高，
以前结婚买县城的房子就行，现在有的还要求到市里
买，一些家庭因此不堪重负。

在苏北沭阳，农村孩子要想到城里上初中，除非成
绩在乡镇排名靠前或父母在城里有房子，否则至少要交
上万元的借读费等，其中不乏交三四万元的。仅这一项
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如果某个家
庭不止一个孩子，这笔钱对一般家庭来说“真的很沉
重”。然而不到城里上初中，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与重
点高中、大学等无缘。“砸锅卖铁也得让孩子们到城里上
初中。”沭阳某镇一位老人说。

受近年经济形势影响，进城就业及创业增收压力增
大，部分农村中青年认为不得不啃老。中部某县人民法
院法官表示，农村中青年人进城后大多从事非固定工
作，收入不稳定，既要养家糊口还要还房贷。近年法院
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增多，部分是进城务工农民房贷断

供，还有的是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小额贷款。
东部某省40多岁的张龙（化名）曾在服装厂打工，

几年前回家自己开厂，不到3年亏损倒闭，只能重操装
修旧业，后又陷入传销骗局，父母向传销组织支付“赎
金”才得以解救。如今，张龙意志消沉，常年待业在家啃
老。妻子和他离婚后，留下一个上中学的女儿，也只能
由爷爷奶奶照料。

消除农村啃老现象
需要全面综合施治

受访专家和基层群众认为，要消除农村啃老现象，
应综合施治，既要为广大中青年农民的就近市民化提供
更多保障，也要降低婚姻综合成本，减轻其负担，还要推
动崇德向善的乡风建设，在思想上使其扎牢自立自强的
正确认识。

扭转农村不良风气，恢复家庭传统功能。农村啃老
与社会风气密不可分。针对一些农村攀比之风、消费主
义抬头，部分专家学者建议，结合各地实际探索有效举
措，发挥乡风文明软约束、黏合剂作用，通过正向激励，
引导村民崇德向善，改善乡村风气。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为农民进城提供更多保障。随
着生活地点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一些想要进城的农村居
民承担着较重的生活压力。基层干部认为，进城农民大
多经济基础较弱，收入相对不稳定，应在保障性住房、教
育等方面为其提供更多保障，共享城市发展成果，降低
农村啃老发生概率。

持续引导降低农村婚姻综合成本。当前，婚姻开支
逐渐成为农村家庭最大开支，也是农村啃老的“重灾
区”。受访对象建议，以整治高价彩礼为起点，在住房、
购车等婚姻条件上加强引导，不断降低农村婚姻综合成
本，为农村家庭减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奋斗的希望，减
少滋生啃老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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