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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呈悦

近日，“2020 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
行语”如期出炉，依次为：新冠肺炎、抗
疫、复工复产、民法典、网课、双循环、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抗美援朝70周年、
六稳六保、嫦娥五号。令人瞩目的是，
十大流行语里，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
词汇多达 7 个。这既是对全年重点事
件的忠实盘点，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
国上下抗击疫情的非凡历程。

本次流行语评选所基于的语料库，
源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底国内的
15家报纸、12个电视台和7个电台的节
目、2 个门户网站，数据规模 10 余亿字
次，足以代表主流媒体的关注焦点，能

够反映入选新词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端详每一个入选新词不难发现，与往年
的“锦鲤”、“我太难了”等俏皮词句相比，
今年的流行语少了几分轻松幽默，多了
厚重感和使命感。作为年终盘点的重
头戏，流行语总是以寥寥数笔，绘制时
代的不同切面，勾勒社会的脉动走向，刻
画百姓的精神面貌。今年词汇分量增重
的背后，必然是2020年不同于以往的特殊
和不易——这一年最大的坎儿，无疑是新
冠疫情超出想象的严峻。与疫情防控相
关的每一个词，对应的都是这一年里国人
最真实的生活状态。

流行语既是时代变化的晴雨表，也
是民生百态的风向标。简简单单的“抗
疫”二字，凝聚了多少波澜壮阔的故

事。坐在高铁餐车中奔赴战场的高龄
院士，在密闭防护服下救死扶伤的白衣
战士，无不在用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
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面临疫情
冲击、外部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等多重压
力，国家及时出台“六稳六保”政策，提出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一面兜住民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底线，一面推动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
迈进。同样难得的是，各行各业一手抓
疫情防控，一手抓复产复工，因疫情按下
暂停键的经济建设逐步重启，中国成为
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旷日持久的抗疫之战，也为每个普
通人的生活注入了别样的意义。在不
要聚集的号召下，网课成为“后浪”们停

课不停学的法宝，直播成为企业商户再
创佳绩的阵地。为了巩固防疫成果，口
罩成为公众的出门标配，用公筷、保持
一米间距则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行为自
觉。正是得益于这一条条细致周密的
应对策略、社会各方有条不紊的积极配
合，国家生产生活的秩序渐入正轨。

梳理7个与抗疫关联的流行语，能
够再次感受到中国抗击疫情的魄力，再
次感动于国人守望相助的团结。回望
2020，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最美的逆行
者；而所有的抗疫新词，汇集成一句话，
就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准
则。疫情终将过去，但是今年流行语所
浓缩的抗疫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相关报道详见今天本报11版）

□杨宜桐

9岁，还是刚上小学的年纪，竟然变
成了欠债不还的“老赖”？近日，一起关
于“9岁女孩领着低保成‘老赖’”的消息，
引起社会热议。昨天凌晨，河南省郑州
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发布致歉声明，认为
对未成年人发出限制消费令不符合相关
立法精神和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是错误
的，目前已依法解除了限制消费令。

据媒体报道，8年前，女孩陈某的生
父杀害了她的生母和外婆，后被判处死
刑。父亲杀妻后准备卖房，但买主王某
交了55万元购房款后，房子没能过户。

2020年10月，河南郑州中院终审判令
9岁的陈某偿还55万元。因为其无法还钱，
11月25日，法院向她发出限制消费令。
陈某也被认为是国内年龄最小的“老赖”。

严格来说，法院发出限制消费令，并
不等于确认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说，
陈某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老赖”，将
其称为“老赖”的说法并不准确。

但也要看到的是，对于被列进“黑名
单”的失信被执行人，最直接也是最严重
的后果就是被限制消费。

对于才9岁的陈某而言，恐怕还不
懂得什么是债务，什么是民事诉讼。但

从天而降的限制消费令，意味着她不能
像别的孩子那样，轻松享受旅游等生活，
更向外释放出“不讲诚信”的人际信号。
这样的司法后果，显然不是一个孤儿所
能面对和承受的。

平心而论，当地法院发出限制消费
令的目的，或许是想给孩子的监护人施
加压力，尽快把房子变卖了还钱，是让其
利用遗产还债，而非“父债女偿”。在某
些普通债务纠纷案件中，很多法院会采
取这种“倒逼式”做法。

从法律上讲，陈某需要偿还的55万
元，并不是“替父还债”。根据民事法律
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
应当清偿的债务，而清偿的债务应以所
继承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如果继承
人放弃继承，对被继承人的法定债务，
可以不负偿还责任。

因为陈某选择了继承房产，所以也
就理所应当继承了有关债务——考虑到
陈某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财产仅为一半的
房子，另一半是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她
仅需在父亲那1/2房屋所有权价值内偿
还债务。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对于债务
的选择性继承，并不是血缘关系所带来
的必然债务。

从正常逻辑看，考虑到未成年人的

心智能力，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即其外公可
以选择处置财产，也就是变卖房产，用于
偿还有关债务，所剩收益再归孩子所有。

但这起纠纷的死结恰恰在于，陈某
外公为了孩子“将来生活上能有个着
落”，并不愿卖房。由此导致债务不能正
常清偿，债权人王某的利益受损。法院
发出限制消费令，自然也是为了保护债
权人利益不受侵害。

只不过，对9岁孩子限制消费的做
法，显然不合时宜。以牺牲未成年人的
权益为代价，不符合《未成年人保护法》
精神，也不符合最高法禁止将未成年人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规定。

就现在看，陈某是孤儿，父母死亡时
她才1岁。鉴于此，相关法院在判决时，
理应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采取更灵活
的处理方式，即便要将其父亲的遗产用
于偿还债务，也要为她的健康成长留下
必要的生活保障。如果说，法律确立了
司法的天花板，那么人性则确立了司法
的底线。法律是抽象的，也是冰冷的，但
司法是人为的活动，并不排除人性的温
情。一个9岁的孤苦孩子，被一纸限制消
费令“降维打击”，荒唐背后，是人文化考
量还不够。

（相关报道详见今天本报12版）

近日，伴随着寒潮的到来，多地出现入冬以来最寒冷天气。“速冻”模式下，仍有一些劳
动者在凛冽寒风中坚守岗位，如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国家相关规定提到了低温津贴，但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劳动者对此了解不多，也很少有人领到。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鲜为人知

向9岁孤女发限制消费令，有违常识常理常情

对造谣者
就得追责到底
□贾亮

今年7月，浙江杭州的吴女士
在取快递时被隔壁便利店老板郎
某偷拍视频，随后郎某与朋友何某
合伙捏造“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
内容并在网上大范围传播，给吴女
士造成极大伤害。虽然郎某与何
某已在 8月份受到行拘九日的处
罚，但吴女士对此结果无法接受，
决定刑事自诉。12月14日，余杭人
民法院依法立案受理。吴女士此
举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拍视频
造谣的两个人承担刑事责任。

吴女士之所以没有见好就收，
是因为郎某二人在录制道歉视频
时多次修改，“一再跟我们讨价还
价，避重就轻，他们的道歉不具备
任何诚意”；此外，谣言给吴女士生
活造成重大影响，丢了工作、找新
工作被拒、患上抑郁症，还要遭受
来自各方不明真相人士的指指点
点，堪称一次“社会性死亡”。造谣
者提出的和解条件，远远无法平复
受害者的心理创伤。所以，吴女士
选择刑事自诉。在得知法院立案
后，吴女士通过视频再次表示，不
接受道歉和赔偿，并会追责到底，
既体现了维权的决心，也显示了一
个普通人对法治的信仰。

公民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需
要这种“绝不和解”的勇气。面对
层出不穷的谣言，唯有如此，才是
对造谣者最致命的打击。近年来，
公众也一直呼吁加大造谣者的违
法成本。当然，提起刑事自诉，法
院予以立案并依法审理，并不意味
着嫌疑人必将受到刑法制裁。但
受害人追责到底的决心，以及法院
依法立案的结果，已经对造谣者亮
明坚决打击的态度。

网络谣言是全社会共同的敌
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对网络谣言这只“过街老鼠”，“人
人喊打”的共识已经确立，但还要

“人人真打”，打准打疼。这些年
来，网络谣言危害甚烈。虽然有舆
论一致挞伐，也有不法之徒被行政
拘留，但很少有人站出来提起刑事
自诉。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吴女士
刑事自诉案，可以给类似的受害者
依法维权提供借鉴。

流行语是抗疫精神的忠实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