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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洪兴

直播助农，让田间地头农产品畅销全

国；在线学习，让知识跨越千山万水；分享

日常，让生活技能方便你我……近年来，网

络直播成为互联网世界的一个“风口”，一

个个流量平台纷纷崛起，在产品营销、知识

共享、远程办公医疗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

用。人们在直播中寻得商机，在直播中觅

得便利，也在直播中拓宽出路。

应该看到，网络直播作为发展中的新

事物，犹如一个赛车道，直播平台像赛车

手，抓住用户注意力就更容易加速冲刺，

“直播竞赛”就此展开。当然，这条赛道的

门槛和标准参差不齐，出现了一些需要正

视、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中央网信办等

8部门近日集中开展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

治行动，首批依法依规对44款网络直播平

台进行相应处罚，再次释放出坚决治理直

播行业乱象的强烈信号。

推动直播行业健康发展，只有全面审

视，才能对症下药。看规模，据《2020中国

MCN行业发展研究白皮书》，聚合内容创

作者的多频道网络（MCN）机构数量已超

2万家；据第四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截至今年3月，我国网络

直播用户规模达5.60亿。看特点，直播平

台内容同质、功能相似、特色模糊等现象明

显。可以说，不少直播平台往往低水平入

门、低质量竞争。平台数量多、用户规模

大，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网络直播的发展

活力，但人们更期待去粗取精的发展质量。

互联网行业有个“三角形框架”，即服

务用户的“产品”、留住用户的“运营”及转

化盈利的“流量”。从这个模型出发，无论

是产品还是运营，成功与否往往系于流

量。可以说，流量生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商业转化价值。但从实践来看，如果直

播平台唯流量是从，只顾流量热度、内容热

度，不顾质量、不负责任，就会滋生一些违

背公序良俗的言行，冲击法律与道德底

线。从这个意义上讲，直播平台需要来一

场聚焦责任感、价值观的“质量革命”。

直播平台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道德洼

地，而应成为责任之地、价值高地。近年来，

针对网络直播出现的问题，从平台备案许可

到主播实名制认证，从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制

度到履行内容日志信息留存要求，从建立信

用等级管理体系到黑名单管理制度，一系列

监管与规范、自律与他律的制度在不断完

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建议，

强化平台的监督管理责任。直播平台是公

共平台，不能重流量轻责任、重收益轻担当，

这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唯有平衡好平台利

益与公共责任，扎紧制度篱笆，平台当好“把

关人”、相关部门当好“守门员”，这一朝气蓬

勃的行业才能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

开放、共享是互联网的内在精神，越是

开放、共享，越应该把价值导向摆在首位，

每个直播平台都应该成为价值出口。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流量平台科普抗

疫知识，传递战疫温暖时刻，为不少行业打

开了线上销售之门，在疫情防控中起到积

极作用。实践证明，“把握好手里的麦克

风”，让主流价值充盈直播间，才能让直播

平台沃土广袤、蓬勃发展。

个性化推送

观影记录、打车轨迹、搜

索记录、购物清单……人们

在网络空间的活动越来越频

繁，每一次屏幕停留、指尖操

作，都会被存储为数据形态

的“痕迹”。浩如烟海的“网

络痕迹”关系用户个人隐私，

究竟该如何保护？

新华社发 刘道伟 作

涓滴善意汇聚城市温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行善向好的种

子，要让它生根发芽，萌发成真正的善

行善举，需要社会土壤，需要环境滋润。

曹溢

一张木质小方桌、一个干净的保温桶

……每年夏天，江苏南京定淮门6号小区门

口，总会出现一个免费茶水摊。摊主是70

岁的崔传面奶奶，带着一份小小善意，她的

免费茶水摊坚持了22年。因为茶水摊靠近

车站，还有外地人来喝，“希望大家觉得南

京还不错”是崔奶奶对茶水摊的期许。

每个人的热度决定城市的温度。很多

时候，人们喜欢一座城，不只是因为它车水

马龙、高楼林立，更是因为这座城里有亲朋

好友，以及一群素昧平生却热心善良的陌

生人。就像崔奶奶那样，因为自己体会过

烈日下劳作的辛苦，便不愿让路上的行人

也忍受那口干舌燥的滋味。每天烧完茶水

后，崔奶奶会把暖水瓶盖子都打开，用电风

扇吹到温热再端出去，“这样人家来喝的时

候就正好喝，不用等了”。这样的细节看似

无关紧要，却在细微处做到恰当适宜、合乎

情理，铺陈出善良真挚的表达。

城市的发展固然离不开严谨的宏观数

据，但社会的进步也需要包容和温暖城市

里每个个体的“柔性指标”。近年来，社会

上越来越多地涌现出像免费茶水摊那样的

暖心事。暴雨中，一位年轻人主动请环卫

工人上车避雨，环卫工人怕弄脏车而婉拒，

于是小伙子陪着他坐在了后备厢；小男孩

跌入路边湍急的排水渠，路过的司机迅速

下车，仅用86秒就把小孩救起；一位老人行

动不便，上公交车有困难，女司机二话不说

就把老人背了上去……这些凡人善举柔软

了周围人的心，也让一座城市更有爱意。

与人为善三春暖，互帮互助四时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行善向好的种子，要

让它生根发芽，萌发成真正的善行善举，需

要社会土壤，需要环境滋润。茶水摊摆出

去后，崔奶奶从来不看，茶摊物品不会有人

拿，反而会多出一些东西，“有人放茶叶，也

有人放一角钱、两角钱，最多五角钱”。信

任别人，别人也会倍加珍惜这份信任；善待

别人，别人也懂得回报这份善意。这些看

似不经意的善，会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形成

“链式反应”，让善行和善心层层传递放大。

善良一个人，温暖一座城。愿我们每

个人能在迷茫时看到暗夜里的那盏灯、无

助时找到身边伸出的那双手，并在接受与

给予中传递善意，让友善与爱心汇聚成美

好社会的正能量。

白毅鹏

最近，一本名为《小熊过生日》的儿

童绘本引起热议。在该绘本中，许多动

物朋友来参加小熊的生日会。不过到

了吃蛋糕环节，朋友小鸡消失了，餐桌

上则多了只烤鸡，书上问道：“宝宝，你

知道谁不见了吗？”很显然，故事暗示朋

友小鸡“上”了餐桌。

在洋溢生日气氛的绘本故事中，小

熊及其朋友俱已人格化，结果在故事的

快乐氛围里，“小鸡”却成为佳肴。这种

转折多么生硬，而其暗示又何其残忍。

在成人世界，这或许是滑稽无聊的段

子，然而在儿童绘本中，陡现这样一场

藏于平静中的“杀戮”，却令人不寒

而栗。

价值观扭曲的童书并非孤例：有童

书形容讨论问题的女孩为“长舌妇”；有

的丝毫不遮掩血腥暴力，比如猫爸爸开

车直接轧过老鼠。不该出现的内容频

现童书之中，与童书出版的浮躁风气有

很大关系。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少儿图书市

场规模为234.59亿元，其中儿童绘本市

场份额高达58亿元。面对如此广阔的

市场红利，更多出版社加入角逐。虽然

从市场逻辑来说，稳住供给才能满足需

求，但出版机构争相涌入，也带来了童

书出版的不少发展乱象，使良莠不齐的

读物充斥于童书市场之中。

童书有着浅显易懂和篇幅较短等

特点，即便是非专业出版机构也能很快

入行。不过，要把儿童图书做好却需要

精细化操作，比如要避免高高在上的成

年人思维，尊重孩子天性，使其在阅读

有所体悟等。

可以说，只要作者略微用心，成人

流行语就不会随意掺入儿童读物之中；

只要编辑严谨把关，那些令人大跌眼镜

的桥段也不会被堂而皇之地出版。

童书出现奇葩桥段，不排除有盗版

书商粗制滥造。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和

各个出版机构醉心于角逐市场份额，却

无视年轻作者断档、审校编辑不严、原

创后继乏力等问题有关。在浮躁功利

的市场风气下，缺乏孕育优秀作者的生

存土壤和汰劣扬善的行业评价，最终使

精打细磨的童书难以涌现。

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以

未成年人为对象的出版物不得含有诱

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

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不得含有恐

怖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奇葩童书桥段显然违反了这一规定。

现实之中，有必要针对此类乱象细化要

求、严格执法。此外，在图书创作、制

作、发行及流通等环节，有必要保障专

业部门介入，从而免除错讹等低级错

误，及时识别潜在不良倾向。

与此同时，作为儿童阅读最重要的

把关人，家长应当选择优质出版社，通

过正规渠道购书，充分了解作者、译者

背景，拒绝粗制滥造的印刷品。儿童阅

读离不开家长的陪伴。家长陪读，能及

时为孩子答疑释惑，也能更好地融入孩

子的精神世界。亲子共读，可以就童话

故事情节等进行商榷，使其中的辩证价

值被激活，而不是停滞于既有语境，流

于过时僵化的形式。相较于童书，儿

歌、动漫等也能够辅助孩子认识世界，

父母若都能适度融入参与，不仅利于把

关过滤、及时疏导，也能提升教育效果、

构建和谐亲子关系。

粗制滥造如何堂而皇之进了童书
在图书创作、制作、发行及流通等环节，有必要保障专业部门介入，从

而免除错讹等低级错误，及时识别潜在不良倾向。

流量平台当建价值高地
唯有平衡好平台利益与公共责任，扎紧制度篱笆，平台当好“把关人”、相

关部门当好“守门员”，这一朝气蓬勃的行业才能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