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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在生活中，很多平凡人用他们的使命

担当，展现了平凡的伟大。在今年清明节，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对 2048 名 受 访 者 进 行 的

一项调查显示，87.1%受访者平时会关注平

凡 英 雄 的 报 道 ，00 后 关 注 的 比 例 更 高

（90.7%）。崇敬平凡英雄，64.9%受访者认为

可以让年轻人学有榜样。

受 访 者 中 ， 00 后 占 28.4% ， 90 后 占

40.1%，80 后 占 23.4%，70 后 占 5.9%，60
后占 2.2%。

00 后关注平凡英雄的比例更高

“守护我们平安的警察、‘逆行’出征的

医护工作者、任劳任怨的社区工作人员，在

我看来他们都是平凡英雄。”00 后刘鸿强

平时会关注平凡英雄的报道，他觉得虽然

很多人都是平凡人，做着普通的工作，却蕴

藏着伟大的力量。

刘鸿强说，自己在浏览微博、短视频时，

会被平凡英雄的事迹所感动，会留言、转发，

也会看与他们有关的纪录片、文艺作品。

高中生张梦宇最近一段时间，转发了

很多与缉毒警察有关的微博。他说，以前自

己不太了解他们，直到看了一些以缉毒警

察为原型的影视作品，才对这个职业有了

更多认识，理解了他们工作的危险性以及

坚持和付出的意义。

调查中，87.1%受访者平时会关注对平

凡英雄的报道。交互分析显示，00 后关注

的比例更高（90.7%）。

在杭州工作的赵兰，清明假期去扫墓。

她看到很多人自发地来到“海空卫士”王伟

烈士的墓前献花，充分感受到大家对英烈

的敬意和思念。赵兰觉得，在日常生活中还

有很多的平凡人，比如科研工作者、劳动模

范，他们身上都闪耀着光辉。赵兰平时会通

过新闻报道来了解英雄事迹，也觉得大家

普遍都很关注，“现在崇尚英雄的社会氛围

挺好的”。

老家在湖南的曾静，上学时经常参观

红色教育基地，现在也会陪侄女一起去纪

念馆。她觉得有必要让小朋友多了解历史

和英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塑造他们的人

格品行”。

数据显示，纪录片/影视剧（62.2%）、媒

体 报 道（59.9%）、纪 念 馆/红 色 教 育 基 地

（53.8%）是受访者了解平凡英雄事迹的主

要途径。其他还有：书籍/课本（38.1%）、短

视 频 平 台（36.2%）、朋 友 圈/社 交 平 台

（33.8%）和父母/老师/亲友（28.9%）等。

崇敬平凡英雄 64.9%受
访 者 认 为 可 以 让 年 轻 人 学 有
榜样

“哪里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超级英雄，英

雄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90 后李佳婷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一个关于见义勇为英

烈的短视频，深感“平凡人带给自己最多感

动”。在李佳婷看来，英雄不是遥不可及的，

各行各业都可以产生英雄，“平凡的英雄无

所谓行业、身份，他们的勇敢、善良、正义，

让我们看到了世间美好”。

“追忆逝去的人，铭记他们的牺牲，更

向 所 有 的 坚 守 致 敬 。”刘 鸿 强 觉 得 崇 尚 英

雄，可以让更多人更有担当，不断营造出向

善、向上的社会氛围。

对于崇敬平凡英雄，64.9%的受访者认

为可以让年轻人学有榜样，63.3%的受访者

觉得可以使普通人更有责任感。其他还有：

让人民至上更深入人心（52.6%），有利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50.0%），有利于

人人见贤思齐（45.7%），提升文化自信，凝

聚民族精神（39.4%）。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缺少英雄。”曾

静觉得，我们之所以可以战胜很多困难，不

断向前迈进，是因为有很多伟大的平凡人，

“无论是艰难时刻的逆行出征，还是平凡岗

位上的坚守担当，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让

平凡人不再平凡”。

87.1%受访者会关注平凡英雄报道 00后关注比例更高
崇敬平凡英雄 64.9%受访者认为可以让年轻人学有榜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 山

在 我 们 社 会 中 ， 总 有 这 样 一 群 人 ，

他 们 默 默 无 闻 ， 在 平 凡 岗 位 上 作 出 了 不

平 凡 的 成 就 。 白 方 礼 老 人 靠 蹬 三 轮 车 资

助 300 多 个 贫 困 孩 子 ， 黄 文 秀 放 弃 大 城

市 工 作 将 青 春 献 给 脱 贫 事 业 。 还 有 许 许

多 多 的 无 名 英 雄 ， 比 如 时 刻 准 备 赴 汤 蹈

火 的 消 防 救 援 人 员 ， 用 青 春 和 生 命 守 卫

祖 国 疆 土 的 戍 边 战 士 ， 坚 守 防 疫 一 线 的

医护工作者⋯⋯

在今年清明节，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

查 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 （wenjuan.com）， 对

2048 名 受 访 者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90.8%的受访者相信“伟大出自平凡，英

雄来自人民”。忠于职守 （66.1%）、理想

坚定 （61.9%） 是平凡英雄身上令受访者

感动的品质。90.9%的受访者愿意向平凡

英雄学习。

受 访 者 中 ， 00 后 占 28.4% ， 90 后 占

40.1%，80后占 23.4%，70后占 5.9%，60后

占2.2%。

90.9%受访者愿意向平凡
英雄学习

在杭州工作的赵兰今年清明节去给亲

人扫墓。在杭州安贤园，她看到“海空卫

士”王伟烈士的墓前放满了鲜花。“看到

人 们 自 发 前 来 为 烈 士 鲜 花 ， 心 中 充 满 感

动 ， 感 受 到 了 英 烈 的 伟 大 ”。 赵 兰 也 觉

得，在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有很多平凡英

雄，以平凡之躯，做着不平凡的事情。

00 后 刘 鸿 强 在 清 明 节 前 夕 ， 通 过 网

络参加了为平凡英雄献花寄哀思的活动。

通过这个活动，他了解到了很多英雄的事

迹，有勇救落水儿童不幸牺牲的老师，有

在救援中牺牲的消防战士。刘鸿强说，看

完他们的事迹，泪水湿了眼眶，“最深的

感 触 还 是 那 句 话 ，‘ 哪 有 什 么 岁 月 静 好 ，

只不过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罢了’。生于

华夏，何其有幸！”

90 后 李 佳 婷 前 几 天 在 网 上 看 到 一 个

关于见义勇为英烈的短视频，“照片墙上

都是普通人的面孔，他们中有的是店员，

有的是工人，有的是辅警。这些普通人在

危急关头勇敢地站了出来，迸发出伟大力

量，用生命诠释了英雄的含义”。

调查中，90.9%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向

平 凡 英 雄 学 习 。 在 清 明 节 纪 念 平 凡 英

雄 ， 受 访 者 的 主 要 做 法 有 ： 参 加 网 络 祭

扫活动、在心里默默感念、在朋友圈/微

博 转 发 纪 念 海 报 、 去 实 地 为 烈 士 扫 墓 。

其 他 还 有 ： 让 孩 子 知 道 岁 月 静 好 从 来 是

因 为 有 人 替 我 们 负 重 前 行 、 为 烈 士 请 代

祭 服 务 、 提 醒 自 己 关 键 时 刻 也 要 敢 于 站

出来等。

89.8% 受 访 者 觉 得 当 下
社会特别需要崇尚平凡英雄

赵兰觉得，英雄把人民放在心上，因此应

该被更多的人铭记，还有劳动模范、科研专家

等，他们的事迹同样需要被更多人知道。

高中生张梦宇说，这学期班主任开了

一次关于警察节的主题班会。让他深受震

撼的是，当一名缉毒警的清晰照片现于人

前，一种很大的可能是他牺牲了。“他们

可能在选择从事这个职业时，就已做好了

最坏的打算”。张梦宇说，缉毒警察舍己

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很令自己感动。

来 自 湖 北 的 90 后 刘 乐 （化名） 说 ，

很多平凡人都会带给自己感动，比如支援

抗疫的志愿者，“每个大白都是一个普通

人 ， 但 穿 上 这 身 衣 服 就 担 负 起 了 使 命 责

任”。刘乐觉得，需要向默默付出的无名

英雄致敬，他们质朴而高尚的品质，令人

动容。

数据显示，忠于职守（66.1%）、理想坚

定（61.9%）是平凡英雄令很多受访者感动

的品质，然后是无私忘我（57.6%）、情操高

尚（49.6%）、义无反顾（49.4%）。其他还有：

位 卑 未 敢 忘 忧 国（34.9%）、顾 全 大 局

（33.4%）、实干笃行（32.1%）等。

80 后 王 凡 家 中 有 一 张 革 命 烈 士 的 证

书，是年轻时投身革命的曾外祖父的，“碑

林里，留下了他和战友的名字”。王凡说，每

到清明节自己和家人都会纪念曾外祖父，

“很想让他看一看盛世中国”。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英雄。”李佳婷觉

得，在今天我们特别需要崇尚平凡英雄，他

们无惧无畏的高尚品质、强大信念，是一种

灯塔，激励着我们向他们学习，“了解他们

的事迹，汲取前行的力量”。

调查中，90.8%的受访者相信“伟大出

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89.8%的受访者觉

得当下社会特别需要崇尚平凡英雄。

王凡说，曾外祖父是很多普通战士中

的一员，在国家需要时，他们挺身而出、保

家卫国。我们这一代人需要继承他们的遗

志。“铭记是最好的怀念。坚守平凡岗位的

人，在平凡中超越平凡就是伟大”。

清明节致敬平凡英雄 90.8%受访者相信“伟大出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
89.8%受访者觉得当下社会特别需要崇尚平凡英雄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送 给 他 人 ， 寻 求 出 售 ， 捐 赠 献 爱

心，还是直接扔掉？对于闲置物品，大

家一般会如何处理？日前，中国青年报

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wenjuan.
com） 开展的一项有 1185 名受访者参与

的调查显示，处理闲置物品，48.9%的

受访者选择送亲戚朋友，44.7%的受访

者 会 寻 求 出 售 。 对 于 处 理 闲 置 物 品 ，

61.3%的受访者觉得能节约资源，践行

低碳生活。

处理闲置物品，48.9%
受访者选择送亲戚朋友

90 后 张 明 博 （化名） 在 北 京 租 房

居 住 ， 他 表 示 每 次 搬 家 都 会 发 现 一 些

“弃之可惜，又用不上”的东西，只能

选择一直带着。他坦言，这是因为“总

觉得有一天能用得上”，“与其需要的时

候找不到，不如就一直带着，省得再买

浪费钱”。

对于物品被闲置的原因，57.1%的

受 访 者 表 示 是 物 品 完 好 ， 舍 不 得 扔 ，

51.4%的 受 访 者 觉 得 说 不 定 还 用 得 上 ，

44.3%的 受 访 者 感 觉 是 利 用 率 比 较 低 。

还有 31.7%的受访者坦言是一时的消费

冲动。

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刘安 （化名） 坦

言经常会冲动消费，看到便宜的东西就

想要入手，觉得不买就亏了，因此家里

堆了不少零碎的小物品，很多都闲置，

“之前趁着做活动的时候，买了一个吹

风机，后来发现使用频率很低，并不实

用，反而不划算了”。

其 他 闲 置 原 因 还 有 ： 有 替 代 品

（31.2%）， 看 重 其 纪 念 意 义 （18.9%），

不喜欢了 （8.6%） 等。

80 后 妈 妈 高 宁 说 ， 随 着 孩 子 渐 渐

长大，很多物品都用不上了，比如婴儿

车 、 婴 儿 床 、 学 步 车 等 。 对 于 这 些 物

品 ， 她 一 般 会 问 亲 戚 朋 友 有 没 有 需 要

的，送给他们使用，“很多东西还挺新

的，扔了怪可惜，如果能给到有需要的

人，也算是高效利用了”。

95 后 李 凡 凡 通 常 会 把 闲 置 物 品 放

到二手平台上出售，比如一些护肤品、

化妆品等，“有的产品买了之后发现并

不适合自己，放在手里也是浪费，不如

卖掉回点血，用来买其他喜欢的东西”。

对于闲置物品，48.9%的受访者选

择送给亲戚朋友，44.7%的受访者会寻

求出售，43.3%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闲

置 。 其 他 办 法 还 有 ： 直 接 扔 掉

（40.6%），与他人交换 （25.4%），捐赠

献 爱 心 （22.7% ）， 兑 换 其 他 物 品

（20.7%） 等。

61.3%受访者认为处理
闲置物品是节约资源，践行低碳
生活

李凡凡觉得，很多闲置物品并不是

没有价值，而是没有得到最好的利用，

“对于用不上的东西，与其留在手里浪

费，不如卖给或送给有需要的人，也算

是物尽其用吧”。

调 查 显 示 ， 对 于 处 理 闲 置 物 品 ，

61.3%的受访者觉得能节约资源，践行

低碳生活。

刘安认为，有效处理闲置物品，不

仅能让生活更加简单，也会提醒自己更

加理性消费，购买需要的东西，避免资

源浪费。

张明博希望能够拓宽闲置物品捐赠

渠道，使闲置物品能到达最需要它的人

的手中，比如建立起与受捐赠者的联系

渠道和平台，保障捐赠流程的公开透明

等，“这样自己很有价值感，也弘扬了

社会正能量，非常有意义”。

受访者认为处理闲置物品的意义还

有：节省存储空间 （51.8%），有一定的

额外收入 （45.6%），捐赠给需要的人，

体现社会正能量 （36.0%） 等。

此 次 调 查 的 受 访 者 中 ， 男 性 占

36.2%， 女 性 占 63.8%。 00 后 为 25.0%，

90 后为 41.9%，80 后为 27.0%，70 后为

5.5%。

处理闲置物品
近半数受访者
选择送亲戚朋友

61.3%受访者认为处理闲置
物品是节约资源践行低碳生活

邻居曾被称为都市生活中“熟悉的

陌 生 人 ”。 但 随 着 疫 情 防 控 的 常 态 化 ，

邻里之间的相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以

前交流不多的邻居，在疫情防控的过程

中，彼此熟络起来。有微信群中的相互

打气、信息的互相传达，也有疫情防控

中的守望相助⋯⋯你更加重视邻里关系

了吗？在哪些场景中，你觉得与邻居的

关系更加紧密了？扫一扫二维码，一起

来说说吧。

你也可以关注“青年调查”微信公众

号（微 信 号 ：zqbsdzx），点 击“ 有 奖 调 查 ”

栏目参与调查。填答案有惊喜哦！

奖 励 说 明 ：我们会在所有答题者
中，抽出 10 名移动幸运读者，每人赠
送30元手机充值卡。

“你对线上就诊体验如何？”二维码

扫码调查获奖名单

150××××5170 139××××3099
138××××6459 134××××8610
131××××2133 199××××1791
159××××3987 139××××2689
157××××0184 137××××6501

扫二维码 填答问卷 发表意见

你重视邻里关系吗？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志伟

对于不少人来说，如何处理家中的闲

置物品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卖不出去，扔

了可惜，捐赠又不太方便，想要有效处理闲

置物品不太容易。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

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发布

的 一 项 1185 名 受 访 者 参 与 的 调 查 显 示 ，

58.1%的受访者在处理闲置物品上有困难。

缺乏可靠方便的捐赠渠道和处理费时费力

是受访者在处理闲置物品上容易遇到的问

题。要更好地处理闲置物品，65.5%的受访

者希望二手平台管理更加规范透明，59.9%
的受访者建议在社区中开展跳蚤市场、易

物活动等。

56.4% 受 访 者 觉 得 家 中
闲置物品多

在 北 京 工 作 的 张 明 博 （化名） 现 在

租 房 住 ， 他 感 叹 每 次 搬 家 都 会 筋 疲 力

尽，“尤其在收拾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

闲 置 很 久 的 东 西 ， 又 舍 不 得 扔 。 所 以 每

次 都 是 从 一 个 地 方 搬 到 另 一 个 地 方 ， 然

后继续闲置”。

张 明 博 发 现 家 中 闲 置 最 多 的 是 书

籍 ， 之 前 为 了 准 备 英 语 考 试 ， 买 了 不 少

专 业 书 ， 后 来 虽 然 考 完 了 ， 但 依 然 舍 不

得扔，就闲置下来了，“当时买的时候花

了 不 少 钱 ， 如 果 当 废 纸 卖 ， 又 觉 得 太 可

惜 ， 而 且 也 想 着 有 时 间 的 时 候 还 能 拿 出

来再学习学习”。

调查显示，56.4%的受访者表示家中

闲置物品多，其中 12.3%的受访者表示非

常 多 。 还 有 32.1% 的 受 访 者 表 示 一 般 ，

11.5%的受访者表示不多。

家住南京的 90 后刘安 （化名） 平时

很喜欢网购，经常参加一些打折活动，因

此囤了不少物品，囤得最多的是抽纸、洗

发水、牙膏等生活用品，“当时会觉得活

动 很 划 算 ， 也 都 是 生 活 中 能 用 得 上 的 东

西，就囤了不少。但现在发现很多东西放

到过期都用不完，处理起来比较麻烦”。

80 后 高 宁 是 两 个 孩 子 的 妈 妈 ， 她 表

示家中闲置最多的物品是玩具，已经堆了

好几箱了，“小孩子图新鲜，经常要买新

的 玩 具 。 但 有 的 没 玩 几 天 ， 就 失 去 兴 趣

了，只能在家里越堆越高，挺浪费的”。

调查显示，57.2%的受访者表示家里闲

置最多的物品是书籍/学习用品，54.3%的

受访者表示是鞋子服装，42.9%的受访者表

示 是 玩 具 玩 偶 等 。其 他 还 有 ：电 子 设 备

（39.4%），摆件装饰品（33.5%），化妆/护肤

品 （26.4%），家用电器 （14.9%） 等。

65.5% 受 访 者 希 望 二 手
平台管理更加规范透明

为了避免浪费，刘安在二手平台开通

了账号，出售闲置物品。但他觉得在二手

平台交易得多留个心眼儿，在出售之前，

要和买家达成一致，包括价格、存在问题

以及售后服务等，避免发生纠纷，“我之

前在平台 上 卖 过 一 件 东 西 ， 买 家 收 到 后

对 商 品 百 般 挑 剔 ， 要 退 货 处 理 ， 而 且 不

负 责 邮 费 。 所 以 那 一 单 不 仅 没 能 处 理 掉

闲 置 物 品 ， 还 赔 了 邮 费 ， 感 觉 闲 置 物 品

挺难出手的”。

调查显示，58.1%的受访者在处理闲

置物品上有困难。

具体说来，67.3%的受访者是找不到

可靠方便的捐赠渠道，56.8%的受访者认

为是物品价值不高，处理起来费时费力，

55.8%的受访者表示是二手平台管理不够

规范，透明度不高。其他还有：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收发货不方便 （50.9%），担心泄

露个人隐私 （24.7%） 等。

张 明 博 之 前 在 小 区 里 看 到 衣 物 捐 赠

箱，觉得如果能把闲置的衣服捐赠给有需

要的人，是一件挺有意义的事情，但后来

才知道那个捐赠箱并不是官方设置的，捐

赠的衣物最终也不知去向。张明博觉得，

如果能在社区设置官方的捐赠渠道，就会

方便很多，“我觉得很多人都有捐赠的需

求，但一定要规范透明，最好可以追溯，

不能消耗大家的信任和爱心”。

要更好地处理闲置物品，65.5%的受

访 者 希 望 二 手 平 台 管 理 更 加 规 范 透 明 ，

59.9% 的 受 访 者 建 议 在 社 区 开 展 跳 蚤 市

场、易物活动等。

刘安觉得，虽然二手平台为大家提供

了交易的途径，但在管理上应该更加制度

化 和 规 范 化 ， 保 护 好 买 卖 双 方 的 合 法 权

益。对于售卖假货、伪劣商品的卖家进行

处罚，坚决打击交易中的不良现象和不良

风气。

高 宁 希 望 社 区 能 够 组 织 一 些 易 物 活

动，比如开设相关的线上群组，供有需要

的人在群里进行交易或交换，“都是同一

个社区的，交易起来比较省心放心。也能

让更多的人相互认识，关系更加亲近”。

受访者的其他建议还有：回收流程更

加科学透明可追溯 （48.4%），官方在社区

设置爱心捐赠箱等 （46.5%），加强宣传引

导，倡导绿色节约风尚 （31.3%） 等。

此 次 调 查 的 受 访 者 中 ， 男 性 占

36.2%，女性占 63.8%。00 后占 25.0%，90
后占 41.9%，80 后占 27.0%，70 后占 5.5%。

卖不出去、扔了可惜 58.1%受访者在处理闲置物品上有困难
65.5%受访者希望二手平台管理更加规范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