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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浩

近期，南方汛情牵动人心。今年以来23次强降水

过程轮番上阵，6月以来250多条河流超警，洪水发生集

中，近年少见。防汛救灾一线，紧急转移、全力抢险，接

力救援争分夺秒、有序开展，部门协作、军民齐心，全力

以赴防大汛、抢大险。

防汛对各地各部门来说，是一场大考，既考验防灾

救灾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也考验责任担当和为民情

怀。据预测，今年气象水文年景总体偏差。严峻汛情又

遇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考卷”难度更大，肩上压力更

重。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做好防汛救灾，对于稳定

有序开展各项工作，更显意义重大。当前，我国防洪体

系日益完善，有5级以上堤防30多万公里、水库9.8万多

座、水闸超过10万座，防洪“硬件”更硬；山洪灾害群测

群防体系、洪水预报预警系统等非工程体系也发挥了重

要作用。可以说，时下，我国防汛救灾能力更强、底气更

足。当前防汛进入关键期，正是绷紧弦、全力冲的时候，

各地各部门应以更强的责任感，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

汛抗洪和抢险救援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瞄准风险点，防汛救灾要下足绣花功夫。江河湖库

地理环境和雨水情况不同，“防”与“救”应精准施策，切

不可机械照搬。水利工程点多面广，防汛措施链条长、

牵涉部门多，隐患往往隐藏在不显眼处。比如，大江大

河的超标洪水破坏力强、危害大，相关部门有了防御预

案，更要克服侥幸心理，增加实地演练，做到心中有数，

特别要在防汛准备、监测预报、水工程调度等方面突出

针对性和实用性。中小河流洪水涨势猛、防洪标准相对

较低，重点堤段应加强巡查防守，预报预警应及时发

布。一些小型水库无人管护，各地应扎实落实防汛行政

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和巡查责任人制度，“三个人”各司

其职，“三双手”合力守护。

今年汛情既有与往年相似之处，也有新情况，防汛

救灾还要立足实际，主动创新。在河流洪水预测预报方

面，设置应急监测断面、视频监控、加强与气象部门信息

共享等，提高预报精准度，让防汛“耳目”更敏锐。山区

旅游人员、流动人员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因山洪灾害伤亡

的事情时有发生，在用好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基础

上，今年水利部门将与三大通信运营商联手，向社会发

布预警信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山区暴雨期间，

农村容易出现通信、供电中断等问题，基层政府在做好

手机信息发布的同时，还要为村干部配备手摇报警器、

铜锣等，确保预警到位，转移不落一人。

我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杂、江河治理难度最大、

治水任务最为繁重的国家之一。“雨下得越紧，心就越是

揪着。”一线防汛人员常常如此感叹，揪心正是源于对自

然的敬畏、对人民群众的高度负责。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用防洪大坝筑起“铜墙铁壁”，一定能维护好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守护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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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款名为“小肚皮”的App软件在众多家

长之间引起了轩然大波。起因是一名家长发现家教

机里这款定位为“超好玩的00后小窝”的社交聊天

软件里竟含有不适合孩子观看的“成人内容”。

目前“小肚皮”软件已经紧急下架，开发者表示

问题“可能是审查疏忽导致”，受制于机器识别的算

法水平，难免有内容的“漏网之鱼”，而人工处理又需

要时间。从安卓系统的应用商店显示，该App下载

量为 657.3 万，面对如此庞大的用户群体，“审查疏

忽”的解释显得过于苍白无力，针对未成年群体的内

容审核，我们更应该破除技术依赖，协同多方力量，

打造风清气正的内容生态。

据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联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

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

年网民规模为1.75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3.1%。互联网对于低龄群体的渗透能力持续增强，

32.9%的小学生网民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

目前市场上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信息产品和服

务越来越多，包括早教、游戏、社交等等不一而足，此

类网络信息范围广、种类多。由于目标群体的特殊

性，相关网络内容监督管理和针对性保护机制应具

有更高的要求。

杜绝违禁内容的出现是未成年人网络生态治

理的首要要求。未成年人正处在探索世界的关键

阶段，充满了十足的好奇心，而且辨别能力不足，甚

至因为“不禁不为”“愈禁愈为”的逆反心理，对此类

违禁内容具有更多的探索欲望。自我约束能力在

面对这些信息时，有时较难起到作用。如果在同伴

之间传播开来，衍生的话题性和分享感更是会加速

传播的进程。只有从根本上斩断违禁内容生产和

传播的链条，才能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毒害内容

的侵蚀。

人工审核的协同是处理违禁信息的关键。机器

识别作为一种更高效、成本更低的审核方式，已经成

为互联网内容安全审核的主力。但我们无法否认的

是，目前的机器识别水平对于很多内容来说审核难

度过大，且识别效果不准确，因此，我们不能对机器

算法抱有过高的期待，必须要加强人工审核力度、提

高审核标准。

家庭的引导和监督是内容安全防护不可或缺的

一环。作为网络原住民的00后一代几乎可以无师

自通地学会上网，但他们缺少的是必要的网络风险

识别能力。很多父母经常用一部手机来让“熊孩子”

们安静下来，但是也很容易让他们暴露于网络空间

的危险之中。因此，即使是玩手机，父母的陪伴和引

导也同样不可缺席。

正在审议中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特别提出了针对

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专家建议在第六十四条中增

加完善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信息产品和服务的准入

制度，加强对网络信息产品和服务的监管。我们期

待，在顶层设计之下，能够切实多方合力，营造健康、

文明、有序的网络环境，抵御不良侵害，为未成年人

提供更多的成长力量。

为北京高校“毕业寄”点赞
涉及学生利益之事无小事，需要做实做细，

将心比心。

魏梦佳

大学毕业季，是道别的日子，也是人生踏上另一段旅

程的重要时刻。而今年的毕业季，对北京高校的24万毕

业生来说，格外特殊。等待近半年，本可返校的他们又因

北京疫情形势和防控要求不能重返校园。面临毕业，个

人行李怎么办，成为毕业生们担忧又头疼的大事。

北京高校毕业生群体庞大，各校都有数千名毕业

生，有的学校毕业生数量甚至上万名，要妥善打包、寄送

每一个学生的行李，让每个学生放心，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在这个特殊毕业季，“行李问题”成为摆放在各

大高校面前一道必须攻克的难关。

连日来，在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沉寂许久的一间间学生宿舍又热

闹起来。院校领导、辅导员、教师、后勤人员、保安等全

部上阵，分批次开展行李打包邮寄和留置物品存放工

作。一件件打包好的行李箱一趟趟从宿舍楼上搬下来，

等待发送至全国各地学子们的家中。

行李打包，体现各高校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要知

道，个人物品涉及隐私，需要充分考虑每一位学生的需

求和诉求，提前充分沟通，并针对不同学生的情况采取

不同办法，“一对一”沟通解决。

为了让毕业生们放心，多所学校的教职员工，化身

为“主播”和“搬运工”，用手机为每一位学生“直播”打包

行李的全过程一一核对个人物品是否已收纳完整、妥

当。为尊重学生隐私，一些学校还同意学生自主选择他

所信任的老师或同学朋友来帮忙打包；女生宿舍则由女

教职工负责打包行李；对于贵重物品，可快递保价或寄

存在京；对继续读研或在京工作的学生提供行李寄存

服务。

在这个特殊的毕业季，一件件行李就这样从学校出

发，跋山涉水，被送达毕业生手中。“很感谢老师为我们

打包行李！”“老师很尊重我，帮我收拾得很细致，辛苦

了！”……微信群里，一些收到行李的同学纷纷表达着对

老师和学校的感激之情。

涉及学生利益之事无小事，需要做实做细，将心比

心。一件件大大小小的行李，寄托着母校和老师对学子

们沉甸甸的关爱和思念，体现了育人为本、为学生尽责

的使命担当，也是维护首都高校疫情防控安全大局的

需要。

疫情阻隔，情牵不断。相信这一暖心“毕业寄”，这

一场特殊的送行，将永远留驻学子们心里，成为今夏毕

业季难忘的回忆。

筑牢防汛的“铜墙铁壁”
防汛对各地各部门来说，是一场大考，既考验防灾救灾体系和应急管理能力，也考验责任担当和为民

情怀。

如何守护孩子的信息安全
我们期待，在顶层设计之下，能够切实多方合力，营造健康、文明、有序的网络环境，抵御

不良侵害，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多的成长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