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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 月 3 日，《咬

文嚼字》编辑部在沪发布

2023 年十大语文差错，包

括：“多巴胺”的“胺”误读

为ān，“卡脖子”的“卡”误

读为 kǎ，“账号”误为“帐

号”，“蹿红”误为“窜红”，“下军令”误为“下军

令状”，误让岳飞自称“鹏举”，误称白居易修

建“白堤”，“宇宙飞船”误为“航天飞机”，误称

“支原体”为病毒，误把“土耳其”当成阿拉伯

国家。（1月3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2023 年，有许多语言文字问题引起各界

热议。比如，色彩鲜艳的“多巴胺穿搭”成时

尚潮流，“多巴胺”也引申出“快乐因子”的含

义，成为流行语，但“多巴胺”的“胺”经常被误

读。2023 年 7 月，话题“账与帐很多人分不

清”冲上热搜，源于现实中许多网站和手机应

用软件将“账号”误为“帐号”。“年度十大语文

差错”与社会热点相结合，无疑更有助于公众

重视和纠正语文差错。

总的来看，“年度十大语文差错”所选“差错”

具有代表性。比如，“2023年十大语文差错”类型

分布广泛，有读音差错、有用字差错、有用词差

错、有文化常识差错、有百科知识差错等。当然，

也有不少遗珠之憾。比如，热播电视剧《问苍茫》

的剧名有语病——“苍茫”是形容词，不能成“问”

的对象，在现代汉语中属于搭配不当。类似“差

错”虽未进入“十大差错”榜单，但《咬文嚼字》编

辑部也借机作了解读，令读者受益匪浅。

中国语言文字之美，美在字词，美在音

韵，美在典故。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各种报刊

杂志、新闻媒体应作出表率，保持对语文差错

零容忍，持之以恒“咬文嚼字”，给政府部门、

其他公共媒体带个好头，这样就可大大减少

语文差错。

对广大民众来说，在社会生活交往中，也

不能轻视语言文字的正确运用。有人曾担忧

地说，伴随网络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早晚也会为

人父母，很难想象一个满篇错别字的家长能正

确引导孩子的语文学习。哪怕为了做合格家

长，“咬文嚼字”也大有必要。当然，更期待我

们的教育工作者以“年度十大语文差错”为镜，

给孩子们上好语文课。规范使用语言文字，需

要全社会都有一颗敬畏之心、一种高度的文化

自觉，共同守住我们的语言文明。 付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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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矩阵

非常道

“我是网红，我师弟是‘垫底辣孩’，他

1000多万粉丝，我280万粉丝。航班延误了5

个小时，我要求航空公司给我特殊照顾。”近

日，一男子因不满航班延误，亮出自己“网红”

的身份，指责空姐、质问机长，之后又在社交

媒体上发布维权视频，引发广泛关注。（1月3

日《法治日报》）

任何人的权益受到侵犯时，都可以维权，

“网红”也应该积极维权，但“网红维权”不等

于“网红特权”，任何人，包括“网红”都没有凌

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从公民的维权角度看，利用自身“网红”

的身份更大程度上保证维权顺利进行，也是

可以理解的。但作为拥有大量粉丝的“网

红”，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社会公德和法律

法规，而不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向对方施

压，更不应该借着“网红”为自己谋“私利”。

以自己的“网红”身份，借助粉丝数量多来压

人一头，甚至进行威胁辱骂、耍大牌、耍特权，

这是在践踏法律，也是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说白了，“网红”除了拥有众多的粉丝，

备受网友关注，能够通过个人社交媒体账号

发布信息和快速传播信息，进而产生社会影

响力的特点，其他方面与普通公民没有什么

本质区别。利用“网红”身份来进行所谓“维

权”，有维权之名，但实则是借助巨量粉丝而

具有的支配、引导和干扰力获得法外特权。

“网红维权”不是“网红特权”。“网红特权”一

旦形成一股歪风之气，可能会导致一些人不

择手段地追求“网红”身份，甚至违反法律和

道德规范。

作为网络平台，要管好“网红”，要完善

管理制度，可以通过将粉丝评价、监管部门

调查、处罚信息等记录在“网红”的诚信评价

体系中，将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公众人物道

德要求和污染环境的“网红”列入黑名单，来

加强对“网红”行为的监管和引导。一旦触

犯法律，要依法追究。作为粉丝，要理性，不

能无原则支持“网红”的耍特权行为。“网红

维权”应该给予支持，但“网红特权”却要坚

决否定。 王军荣

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网红特权”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

联合印发《节约药品资源遏制药品浪

费的实施方案》。《方案》主要从药品

生产、临床用药、药品流通、宣传引

导、废弃药品管理、组织实施等方面

提出具体工作措施和要求。（1月3日

央广网）

药品浪费现象由来已久，近年来

更加严重性。在此背景下，多部门就

遏制药品浪费推出一个详细的方案，

可谓正当其时。

由于药品生产流通链条很长，遏

制药品浪费容易顾此失彼。倘若仅

针对一个环节进行治理，哪怕措施再

得力，也容易“按下葫芦浮起瓢”。所

以，遏制药品浪费，应该在药品生产

流通各环节严堵漏洞。

包装不合适是导致浪费的原因

之一，推行药品适宜包装，利于从源

头减少浪费。一瓶100片包装的药品

即使患者天天服用，在天气潮湿时也

容易变质。患者发烧，整个病程通常

只需服用一两粒退烧药，但一盒十几

粒数十粒退烧药吃不完，余药往往只

能等着过期。要想减少“药盒里的浪

费”，首先就得把好药品包装关。

强化临床用药和药品销售管理，

才能堵牢导致浪费的中间漏洞。尽

管公立医院普遍取消了药品加成，但

“大处方”仍然比较普遍。此外，当患

者患有多科室疾病时，不同科室的医

生开处方缺乏协调，也会导致重复开

药。药店搞买药品赠药品或满十打

折等活动，以及推出“家庭必备、免费

治疗、免费赠送”等诱导性营销内容，

则更是司空见惯，导致顾客所购药品

远超所需。

废弃药品收集销毁渠道不通畅，

也是亟待化解的一道难题。过期药

放在家里，家人尤其是孩子容易误

服，随意扔弃则会污染环境，甚至可

能再次回流到社会。只有建立起统

一且规范的废弃药品收集销毁渠道，

才能严密堵牢这个末端漏洞。

降低医疗费用负担、减少药品滥

用危害、建设生态友好型社会等，无

不需要尽快遏制药品浪费，并且只有

全链条治理，才能做到不遗漏洞、不

留死角，进而形成遏制药品浪费的长

效机制。 唐传艳

新年最好的状态：一半书香，一半烟火
一个人最高贵的气质，是书香气。一个人的人生

高度，就是他脚下书本的厚度。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

都在为我们的思想积蓄力量。新的一年，愿你把读书

当成一种乐趣，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书香文墨之

中，润泽生活的枯燥，充盈自己的头脑。一个家最高级

的仪式感，是烟火气。人生最幸福的，就是一家人在烟

火气里彼此守候。新的一年，愿你懂得珍惜家人的付

出，好好经营家庭，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工作再忙，

也要记得读书，别怠慢了灵魂；生活再累，也要懂得陪

伴，别怠慢了家人。 @人民日报

一个人“开窍”的五个表现
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一个人

的命运。人一旦“开窍”，认知发生了觉醒，即使一时跌落

谷底，仍能够直上青云。以下几种表现，代表着人生的“开

窍”。1.不再抱怨挫折。把艰难当成垫脚石，把埋怨化为

动力，相信你想要的未来会如约而至。2.不过度在意别人

的眼光。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即使不圆满，也不

要留下遗憾。3.不再想改变别人。与其只看他人，不如把

人生的视角转到自己身上。4.让读书成为习惯。阅读帮

助我们感知这个世界。5.把健康放在首位。一个人最大

的不值得，就是以牺牲健康为前提来换取一切。@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