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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民意通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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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已制定《关于加强网
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
见》《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关于
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
保护的意见》等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以及其他利
用网络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
形，但这一现象并未禁绝，花样还在
翻新。

“网红儿童”这一身份仍然处于法
律的灰色地带。法律界人士建议，对

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活动进行更为明确
的界定，有关部门有权追究父母强迫
未成年人“经营”或“牟利”行为的相应
法律责任，削弱父母违背未成年人意
愿牟利的动机。

平台也需要为孩子系上更牢固的
“安全绳”。天津吉贤律师事务所主
任李邠彧认为，网络文化市场主体应
加强网络内容建设，探索建立未成
年人不适宜接触内容的审核判断标
准，持续提升违法违规内容模型识

别能力；人工审核应提高专业性和有
效性，及时有力屏蔽、清理涉色情、非
法传教、危险行为、不良价值观等有害
内容。

刘扬认为，平台应建立用户注册、
内容审查、监督举报等系列机制，对严
重违规的账号采取封号措施，并设置
对“小网红”擦边行为的举报奖励机
制，发现即处理。朱树荣说，学校和家
庭需要加强儿童的自我保护教育，形
成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据《半月谈》

电 影《倒
仓》昨日官宣
正 式 开 启 预
售，并发布主
题曲《我的舞
台》MV。歌曲
由陈曦作词、
作曲，“十个勤
天”成员蒋敦
豪 、鹭 卓 、李
昊、陈少熙献
唱，朝气昂扬
的嗓音唱出少
年追寻梦想的
决心。

《倒仓》由
张裕笛导演，

边程、周美君领衔主演，将于8月24日上映。
影片讲述了少年孙小磊、时佳慧、谢天

赐三位好友在青春期因为“倒仓”面临着不
同的烦恼，在迷茫中探寻成长的道路，最终
登上以梦想为名的舞台的故事。该片将戏
曲演员在青春期发育时嗓音变低或变哑的

“倒仓”，作为对青春的另一种表达，更加具
象化。

在主题曲《我的舞台》MV中，意气风发
的少年们畅想未来，一招一式的比划中传递
出青春的肆意与朝气，纵使是“闯祸”也浇不
灭少年的青春热情。“青春擅长迫不及待”的
合唱激荡出独属于少年人的热血，青春期的
他们一次次被长辈的期待与重望“打磨”，但
好在“梦想从不扭捏作态”，有并肩的伙伴
在，就能一起书写这最珍贵的青春篇章。

《倒仓》曾获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
创投首奖、第3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电影创
投大会“中国好故事”优胜项目，并斩获第
26届上海电影节“一带一路电影周”最受观
众喜爱影片以及第18届FIRST青年电影展
最佳编剧奖。 肖扬

近日，有网民在中国政府网留言，反映
“热门景点抢票难滋生了‘黄牛’倒票行
为”，“恳请有关部门出台一些更方便老百
姓出行的服务方式，让门票不再‘抢’，旅游
更舒心”。

对此，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8月16
日在中国政府网上答复：网民反映的景区预
约问题，文化和旅游部多次作出部署并提出
要求，一是所有景区均保留人工窗口，最大
限度满足游客参观游览的需求；二是在承载
量容许的情况下，保障临时到访游客和老年
人等群体入园需求；三是要求常年预约空余
量较大的景区不实行预约；四是实施线上购
票预约的，要求完善预约措施，优化预约程
序，尽可能减少游客个人信息采集。

“为净化预约市场环境，我们推动各地
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指导景区加强宣传，
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加大对‘黄
牛’倒票等行为的打击力度。”文化和旅游部
资源开发司表示，下一步，将积极听取社会
各界意见，进一步推动景区科学调整预约制
度，满足各类群体出游需要。 据新华社

文化和旅游部：
加大力度打击“黄牛”

电影《倒仓》开启预售
“十个勤天”成员献唱主题曲

谁在制造“网红儿童”？
从日常生活到才艺展示，从“金句段子”到知识科普……不少以“萌娃”为主

题的账号动辄拥有几百万、上千万粉丝，成为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的“宠儿”。
这些“小网红”流量大、吸金能力强，虽然不同于前几年“3岁女童被喂到70斤”
“一岁半宝宝喝啤酒”等夸张的吸睛方式，但部分家长受利益驱使，不断“另辟蹊
径”以躲过监管，也带来诸多隐患。

——生活变演戏：短视频成“新
战场”。

相较于直播的严格限制，短视频
成为不少未成年人及其父母运营账号
的首选。有短视频博主称，拍摄短视

频时要构思孩子的念白，以
提高短视频引流效果，只有
粉丝多了，才有更多品牌来
谈合作。不少MCN（网红
孵化机构）也在出谋划策，
打造“网红账号养成模板”，
为一些家庭博主提供内容、
热点、流量等方面的建议和
协助。北京卓纬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孙志峰说，未成年短视
频为快速获取流量，愈发呈现剧
情脚本化、表演职业化等特点，有
些情节更像是家长有意设计，通
过儿童表现与其身份不匹配的言
行，营造反差萌，吸引粉丝。

——带货的本质：套上知识
科普外壳。

如今，不少头部儿童博主已创立
自己的品牌，账号本身就是“卖家
秀”。有的账号将儿童塑造成“知识博
主”，视频内容具有一定知识普及功
能，但后期明显从事带货等商业行为，
更具迷惑性和引导性。某儿童博主账
号以讲述古陶瓷知识、分享博物馆见

闻的短视频获取关注和流量，并与知
名陶瓷收藏博主联名互动，还深度参
与市场竞争行为。“随着关注和流量增
多，家长拍摄短视频的目的可能会发
生异化，即将‘神童’‘最小的收藏家’
等作为工作室的品牌标签，在商业竞
争中获取优势。”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
研究所副研究员韩阳说。

——擦线博流量：监管的“隐秘
地带”。

一些电商商铺以打擦边球的方
式，通过低级趣味吸引流量。记者打
开某电商平台搜索“儿童甜辣风衣
服”，不少童模被装扮成“辣妹”“熟
女”，“露背装”“露脐装”“包臀裙”等儿
童服饰销售量过千。在监管日趋严密
的直播间，一些家长博主让儿童以另
一种形式变相参与其中，有的用另一
部手机在镜头前滚动播放孩子试穿童
装或试吃零食的视频，有的以“背景
音”形式传出孩子声音。有专家认为，
账号实名认证成功后，该账号发布的
视频内容是否涉及未成年人，很难进
行有效的后续监管。

专家认为，网络流量变现
具有生命周期较短、短期爆发
式增长、容易快速凋谢等经营
特点。儿童沉迷“网红圈”对
其成长和社会长期发展不利。

——扭曲儿童价值观，助
长不良风气。

当前，不少儿童的未来理
想成了“当网红”。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扬认为，
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尚不成熟，认为只要借助网
络平台即可实现财富自由，进
而荒废学业，流量消失后可能
无法回归正常的成长路径。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科社教研
部主任张殿军认为，“小网红”
们易产生功利化和浮躁化心
态，影响其长远职业规划和理
性判断。“若‘当网红’比接受教育更有
吸引力的不良社会风气蔓延，将对社
会价值观造成一定冲击。”张殿军说。

——损害儿童身心健康，制造社
会焦虑。

一些视频中，“小网红”被贴上“御

姐”“小奶狗”等标签，“嗑CP”、容貌焦
虑、性别偏见等内容出现在弹幕之中。
天津市西青区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团
支部书记周甜甜说，“小网红”火爆出圈
的言论易被青少年盲目模仿，将其中的

“金句”视为“高品位语言”，会让一些

孩子产生焦虑、自卑等心
理健康问题。

1岁能弹钢琴曲、5岁
博古通今、10岁掌握大学
数学……有些“天才儿童”
是 MCN 策划出来的剧
本。天津市河东区凤凰小
学副校长李博认为，包装
这类“天才儿童”视频是在
制造、贩卖焦虑，易使一些
家长强行干预孩子的正常
成长过程，加剧社会的功
利化和浮躁化。

——泄露儿童隐私，
形成灰黑产业链。

北京德恒（天津）律师
事务所律师朱树荣认为，
任由孩子的体貌特征等隐
私在网上“裸奔”，可能引

起不法分子注意，让孩子面临网络欺凌
乃至人身安全威胁。孙志峰说，利用儿
童制作“软色情”“软暴力”的擦边视频，
易引发针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也可能使参与表演和观看表演的儿童
丧失明辨是非和善恶的能力。

部分家长热衷打造“小网红”

儿童深陷“网红圈”存在风险

净化网络环境，还儿童清朗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