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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面对沉迷于看短视频的青少年和孩
童，不少家长都表示担忧。像一些五六岁的孩
童张口闭口“老铁”“老六”“栓Q”等网络用语，
当中不少人更是被平台的算法“带”进各类网
络游戏和游戏视频的“坑”。面对短视频算法
的“精准投喂”，家长该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

短视频“侵袭”孩子话语体系
“老六来了！”近日，在某小学的校内演出

中，几个二年级女孩在台下如此喊道。记者了
解到，“老六”是近来比较火的网络流行语之
一，指的是“在游戏中游离在团队之外的自由
人”或“玩得比较差的玩家”。

“现在的小学生语言交流体系，充斥着明
显的短视频印记。”正在台下看节目的7岁女
孩可可（化名）的妈妈对记者说。“现在的孩子
们之间交流时，像‘老铁’‘栓Q’等网络用语都
是张口就来，想让孩子说出干净、平实的语言
越来越难了。”记者采访发现，沉迷刷短视频的
未成年人不在少数，让很多家长头疼不已。

可可妈坦言，即便自己能管住孩子不看平
板也无济于事。“因为一个班级里总有人会看
这些短视频，然后那些‘简单粗暴’的网络语言
就如病毒般传播开。但如今连一些家长都未
必抵抗得了平台算法的“精准投喂”，作为孩子
又能有什么分辨能力？我希望孩子看到晚霞
时能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
色’，而不是‘这景色666啊！’”

看短视频玩游戏“无缝衔接”
家长陈洁（化名）告诉记者，因为自己工作

繁忙，在家里的确常常让6岁的儿子小伟拿着
平板看。“起初我以为他只是在视频网站上看
动画片，就没想太多，但慢慢地我经常听到的
是一些玩具、游戏类视频博主的声音，网络化、
成人化，发音也不标准，甚至还常常有一些发
成‘大舌头’的音。”陈洁有点纳闷，孩子是怎么
接触上这些视频主播的呢？

对比了该视频平台的“青少年模式”后陈
洁才发现，虽然小伟在非青少年模式中看的主
要是动漫内容，但并非只能看到类似于电视儿
童频道的动画片内容，而是包含了动画、动漫
元素的各类短视频。“渐渐地，还从短视频中看
到主播推荐各类游戏。看视频了解到游戏、玩
游戏再结合主播讲解视频……如此循环，孩子
自然就成瘾了。”陈洁表示，孩子已经从最初单
纯地看短视频“无缝衔接”到玩网络游戏，进入
一个更深的“坑”。

有的青少年出现极端行为
语言的“网络化”，只是短视频对孩子相对

浅显的影响之一。而一些不适龄的、暴力、恐
怖乃至低俗的短视频内容，给孩子带来的负面
影响不容小觑。

15岁少年小凡（化名）的父母最近被吓得
不轻。因为半个月前，他们突然接到了小凡班
主任的电话，说小凡在学校开办心理讲座结束
后主动跟老师说，他曾经有过自残的行为。得
知这一情况，父母赶紧找小凡深谈，才发现这
个15岁的孩子手腕上赫然有着多条刚刚愈合
的划痕伤疤。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州市黄埔区心灵
家园理事长孙鸿松在帮小凡进行疏导时了解
到，小凡在手机上观看短视频，在评论区认识
了一些有共同爱好的网友，但后来在聊天交往
中，网友给他推荐了一部描写恐怖游戏的小
说，在这部小说的读者粉丝群里，小凡起初是
做一些日常在学校的感受分享，渐渐地，群里
的粉丝为了吸引人气，发出了如“划手腕”“上
天台”之类的照片分享，在小凡和他的群友看
来，这些行为可以增加“积分”，从而换取“游
戏”里的“道具”。孙鸿松介绍，小凡和他的同
学此前已多次相约“上天台”，并一度坐在天台
边上，把两条腿都垂了下去。“万一当时他们不
小心失足，后果不堪设想。”

“手机上这么可怕的内容，竟然离孩子这
么近，太可怕了！”小凡妈妈说，“我和他爸爸
平时工作很忙，因为觉得孩子成绩还不错，就
没太关注他的业余爱好，忽视了心灵关爱这
一块。”

如何建立“保护盾”？
实际上，目前不少视频平台都设有“青少

年模式”，记者在某平台上发现，其“青少年模
式”可以精选教育类、知识类内容，且无法开启
直播功能，单日使用时间不超过40分钟，每天
22时至次日6时无法使用。然而记者发现，一
些未成年人在刷网络短视频时并不会首先打
开该模式，而忙碌的家长也没有对此严格管
理。部分家长为了让孩子“戒掉”短视频，也曾
尝试强行开启“青少年模式”，超过八成的受访
家长表示使用过该模式，但近半家长对该模式
不太满意。“主要是内容少、枯燥，满足不了孩
子的需求。”

“现在数字技术这么发达，能不能有更好
的手段来规避这些问题？”不少家长表示，简单
的“青少年模式”解决不了问题，应该丰富分龄
内容，为青少年和儿童提供更多优质的内容，
同时严格、细化地做好内容的分级和管理，也
可以用指纹等识别模式更准确地“鉴别”观看
者是否是未成年人，让技术和管理成为未成年
人健康上网的“保护盾”。心理学家提醒，未成
年人的网络使用问题应得到家庭、学校等多方
的关注。家长应该以身作则，平时多阅读、少
看手机，引导未成年人选择适合的内容。

本报综合消息

短视频正“侵袭”孩子话语体系

新华社沈阳6月24日电（记者于也
童）正值荔枝季，这种清香甜美的水果广
受人们喜爱。宋代苏轼曾作诗“日啖荔枝
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但专家提示，
荔枝虽美味，却不宜贪多，过量食用易患

“荔枝病”。
家住沈阳市的赵毅一次性吃了一大包

荔枝后，突然头晕目眩，去医院就诊后被医
生告知，这是“荔枝病”的表现。“‘荔枝病’指
一些人进食大量鲜荔枝后，出现面色苍白、
乏力、心慌、口渴等症状，一些重者还可能四
肢厥冷、血压下降，甚至出现抽搐和突然昏
迷。因为是过量食用荔枝导致的，因此俗称

‘荔枝病’。”沈阳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健康
教育部主任中医师李涵说。

专家介绍，“荔枝病”患者的症状与低
血糖有关。荔枝虽含有大量糖分，但以果

糖为主，果糖会刺激胰岛素分泌。当人一
次性食用过量荔枝时，大量胰岛素被刺激
分泌出来，果糖转变成葡萄糖的速度跟不
上，就会导致血糖明显降低，出现低血糖的
症状。“这也是为什么空腹或饥饿时大量吃
荔枝，更容易出现‘荔枝病’。”李涵说。

不过，也并非所有人吃荔枝都会“发
病”。专家分析，血糖调节功能差的人，果
糖转化为葡萄糖的作用更弱，大量摄入果
糖时，会更容易引发低血糖。因此，儿
童、低血糖患者、糖尿病患者、有妊娠糖
尿病的孕妇等特殊人群，不建议食用荔枝。

李涵提示，出现“荔枝病”的症状也无
需恐慌，病情较轻的人，可通过喝一点糖
水或吃几块糖来缓解；如果病情较重，则
需要及时到医院，通过静脉输液、口服葡
萄糖等方式治疗。

就业要稳存量，还要扩增量。当前很
多新业态新职业的出现，为大学生就业带
来新选择。民宿管家、外卖运营师、汉服
妆造师等，也引领了就业新风向。

刘慧敏是北京语言大学的一名应届毕
业生。和其他同学毕业后选择翻译等职业
不同，她选择成为一名“民宿管家”。通过
近一年运营“民宿+文旅、电商”等项目，她
成了北京怀柔四渡河村村民信赖的人。

45岁的村民单新丽，是与刘慧敏达成
合作的首批村民，刘慧敏不仅帮她的民宿
上线各大平台，还开发了板栗餐等农家特
色。今年“五一”小长假，单新丽的民宿入
住率接近 100%，现在刘慧敏又开始帮她
拓展暑期客源。

某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
个月，该平台民宿从业者同比增长 45%，
其中“00 后”民宿从业者同比增长 132%，
为所有年龄段中增速最高。

胥丽丹本科毕业于青岛大学，在今年
四月成了一名外卖运营师。

背着电脑，穿梭在各个餐饮商户，是胥
丽丹的工作日常。虽然只工作了短短两个
月，现在她手上管理的店铺已经达到80多
家。大到页面、菜单、定价，小到餐具、包装，
只要商家有疑惑，她就要给出建议或方案。

胥丽丹表示，很多小店不太会运用数
字化的工具去运营，如果通过我的工作能
帮助到他们，我也是很开心的。在收入方
面，我们应届生是11000元左右，还是比较
满意的。

自2019年以来，人社部先后发布了5
批共74个新职业，包括互联网营销师、民
宿管家、研学旅行指导师、数字孪生应用
技术员、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等。此外，
汉服妆造师、宠物摄影师等各种类型的新
业态，也为高校毕业生就业提供了新选
择。 本报综合消息

一边低头看手机，一边过斑马线，这样的
现象并不少见。如此过马路不仅不安全，还
可能阻碍交通。近日，福建厦门通过了《厦门
经济特区斑马线交通安全管理规定》，从8月
1 日起，在厦门“刷手机”过斑马线等行为将
面临罚款。

针对斑马线上较为突出的“刷手机”等不
文明行为，该规定明确，行人通过斑马线，应当
在斑马线内尽快通过，不得坐卧、停留、嬉闹、
浏览电子设备或者从事其他影响交通安全的
活动。违反这一规定，妨碍车辆合法通行的，
将处以警告或五十元罚款。

数据显示，厦门市共有近2800条斑马线，
在斑马线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占到全市交通事
故的近20%。为了提升斑马线安全管理的治
理效能，该规定还鼓励公众一起参与斑马线交
通安全管理，对不文明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厦门市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员吴涛表示，
我们强调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以及斑马线的设
置、维护，还有调整，应该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
意见。相关部门应该建立起意见的反馈、汇总
跟论证机制，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能够
真正体现人民的诉求，满足人民的需要。

本报综合消息

跟团赴欧洲 12 日游，结果深夜被扔
在意大利街头。近日，有游客发视频吐槽
自己不久前跟团去欧洲旅游的不愉快经
历，还称司机走错了路，实际与行程计划
严重不符。

6 月 21 日，众信旅游方面回应称，因
为派车公司临时出现了问题，所以临时调
配了车，结果司机不熟路。游客深夜滞留
在意大利街头，是因为司机不接受加班，
后来旅行社安排了其他司机开车来接游
客。此前，旅行社在境外就给客人做了弥
补，也会进一步给游客更好的解决方案。

相关视频显示，夜色中，一群人站在
路边交谈。拍摄者称，“我们所有人被司
机扔在了意大利街头，已经是当地时间晚
上10点半了。”

视频发布者发文称，他们报团参加了
众信旅游的欧洲12日游。事发当天，他们
在意大利。上午，有旅行团的团员打开导
航，发现大巴车司机走错了路，提了出来，
但司机还是执意按错路走，结果旅行团没
有按时到达景点，导致当天的行程延误。

到了晚上，司机没等车上的游客，而
是直接开车将行李拉走了，导致所有人滞
留意大利街头，从晚上9点一直等到10点
半，旅行社才又派车来接他们回酒店。该
网友还称，他们有两个免税店没去，有的
景点没去，有的景点也特别赶，与行程计
划严重不符。

问题发生后，旅行社在境外尽力解
决，除了多次额外支付车费、更换车辆等
成本外，给顾客额外安排了维罗纳游览，
增加了黄金大运河项目，车行负责人前往
团队所在地诚挚道歉。另外，还加赠了西
餐厅套餐和红酒，取得了全团顾客谅解并

签署了谅解协议。遗憾的是，随后司机服
务再次出现问题，致使回国后顾客发起二
次投诉。对此，旅行社针对司机服务问题
赔偿团款5%作为补偿。

对于这一赔偿方案，视频发布者称：“取
得全团谅解，都没笑死我，没人谅解他。”

6 月 21 日，记者联系众信旅游，其相
关负责人回应称，欧洲旅游刚刚复苏，很
多的链条需要旅行社重新梳理。事发当
天，负责派车的公司临时出现了问题，旅
行社临时调配了车，但司机不熟路，导致
游客有很不好的感受。至于游客诉称被
扔在意大利街头，因为在欧洲很多国家，
特别是意大利和法国，这里的人不能接受
加班，每天的工作时长不能超。另外，当
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很严格，这也是考虑到
安全问题。所以，当天该司机没有等这些
游客。事后，旅行社又派了其他车辆去接
游客，当地派车公司的负责人也第一时间
赶到旅行团所在地致歉，派车公司也对涉
事司机予以了惩罚。

该负责人称，旅行社在境外已经给客
人做了弥补，比如安排了其他行程，免费安
排了海鲜餐，赠送了礼物。但该旅行团在
快要回国的时候，他们新派的车去接客人，
结果路上又发生车祸，不好的事情碰到一
起，导致客人回国之后，在网上反映体验不
好，公司也非常理解。对此，公司的客诉部
门非常重视，这些天都在和客人保持沟通，
会进一步给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记者提出，为何其他旅行团也诉称有
类似遭遇，能否在行程设计、车辆安排方
面提前规避这些问题，让游客有更好的体
验呢？该负责人表示，会考虑这些问题，
进行优化。 本报综合消息

88月起月起，，在厦门过马路低头在厦门过马路低头““刷手机刷手机””将面临罚款将面临罚款

应届生工资就过万应届生工资就过万！！这些这些““新新””职业太香了职业太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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