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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汤

1995年春晚有一个小品节目《如此包装》，说的是
一家餐饮公司为了赶时髦，为了博人眼球，将前来应聘
的工作人员包装得非常前卫夸张，让人发笑，也引人深
思。当年小品讽刺的现象，在当前一些领域不但死灰复
燃，而且愈烧愈旺。比如短视频平台上很多商家、很多
公司包装的网红多如牛毛，自学成才、自我包装的网红
也如过江之鲫。这些网红当中不但有青年人，有中年
人，有老年人，还有不少儿童。

随便打开一款短视频APP，你就能刷到一些“网红
儿童”：有的能模仿大人口吻流利讲出各种搞笑段子，
有的炫各种技艺，有的是和父母一起表演节目，还有的
每天面对镜头疯狂进食……本该享受天真烂漫童年的儿
童，却在镜头前卖力表演，看似童言无忌、天真自然，
背后却多是台词、脚本等一条龙策划。

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这句话被很多年轻人
当作励志的座右铭，也被很多父母当作教育孩子的口
头禅。

这几年，短视频平台快速发展，平台越来越多，商
家越来越多，各路“演员”也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
烈，没有特色的网红想通过打赏、带货、广告等形式将
人气变现越来越难。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台上一些孩子
童言无忌、活泼可爱的生活日常，戳中了很多网友的
心，也让一些人嗅到了差异化竞争的商机。为此，一些
人刻意打造“网红儿童”，经过包装和打造，四五岁的
儿童就可能是坐拥百万粉丝的网红。

有了粉丝就有了人气，有了人气就有了流量，有了
流量就可以变现。镜头前，孩子按照大人制作的表演
脚本拼命博眼球、求关注、赚打赏；镜头后，这些账
号往往都开设商品橱窗，销售视频中孩子用到的各种儿
童产品。

“网红儿童”越来越多，围观者享受到快乐，商家
得到了利益，父母满足了虚荣，看似多赢之举，实则遗
患无穷。

儿童本该是享受快乐的童年，长期参与短视频拍
摄会耽误他们的学习，从事一些不适宜身心健康的录
播，还会对身体造成损害。媒体报道，有一个3岁女童
被喂到 70 斤当吃播赚钱。这个被父母起网名“佩琪”
的孩子，没有动画片里小猪佩奇的同款快乐，却早早以
牺牲健康为代价，被迫营业，沦为父母的捞金工具。

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发育尚未成熟，缺乏是非辨
析能力与自我保护能力，让孩子趁“小”成名，当网红
挣钱，更会对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现
在问孩子你的理想是什么时，很多孩子说，自己的理想
是当网红。

相信很多人都读过王安石写的《伤仲永》，以今天
的眼光看，方仲永五岁能作诗，不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儿童网红”吗？就是因为后天父亲不让他学习，还被
父亲当作赚钱工具，从而让方仲永从神童变为普通人。
网络光怪陆离、纷繁复杂，儿童常常难以辨别是非，但
是作为家长，一定要把心态摆正，把眼光放远，莫让自
己的短视毁了孩子的未来。网民也要擦亮眼睛，自觉抵
制“啃小”牟利行为。

鲁迅的《狂人日记》结尾说“救救孩子”，“网红儿
童”不是也该“救救”吗？

“网红儿童”日渐多
“啃小”之风不可长

□ 胡绪全

商丘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商丘文
化灿烂厚重，是华夏文明的样本；商丘文化特色鲜明，
具有较强的名片效能和品牌潜能。“团结拼搏、担当奉
献、善作善成、勇创一流”的商丘精神孕育于斯，形成
于斯。实现市第六次党代会确立的“致力打造文化发展
强市”奋斗目标，就需要“打造具有商丘鲜明特色的文
化符号”，深入挖掘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铸造“商丘名
片”，打造以殷商文化之源为龙头的商丘特色文化品牌。

做强叫响“殷商之源”文化品牌。近年来，我市陆
续提出了诸多文化符号，但是缺少体现商丘唯一性和独
特性的文化品牌。宋国故城的发现从考古学上证实了商
丘是先商文化的核心区域。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
察河南工作时明确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殷商
之源”文化品牌成为商丘厚重闪亮的名片。

阏伯观测天象，及时将节令告诉民众，不仅为商部
落发展农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体现了积极探索
大自然的科学求真精神。王亥重商德、讲诚信、行仁
义，他率领族人驾着放满货物的牛车前往各个部落交换
产物。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被其他部落的人称为

“商人”。伊尹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贤相，后人奉他为
“商元圣”。他辅佐了五代帝王，可谓是重权在握，但他
从未有过取而代之的想法，这体现了一种忠诚担当的情
操。2021年5月20日，商丘重启宋国故城考古发掘，再
次“探宋”，不仅是为了揭示春秋时代宋国故城城址面
貌，考古队还希望能发现更古老的商代和可能的先商时
期的城址，揭开商丘地区夏商古代文化的神秘面纱，让
考古为“殷商之源”这个品牌增光添彩。

市第六次党代会适时提出了“全力建设华夏历史文
明殷商之源传承创新区”的目标任务，我们要大力弘扬
商文化、商价值、商理念，传承尊商、爱商、兴商、富
商的文化基因，加强殷商文化之源的传承和保护，丰富
提升中国·商丘国际华商节的内涵和品质。

做强叫响“游商丘古都城 读华夏文明史”文旅品
牌。商丘古城是我市独具特色的名片之一，自帝喾都亳
开始，历经五千年的风雨，自古有“江淮屏障”“兵家
必争之地、商贾云集之所”的美誉。

古城内外文物众多，星罗棋布，如壮悔堂、归德府
文庙、穆氏四合院、八关斋、张巡祠、应天书院、阏伯
台等，其所蕴含的历史记忆和丰富的人文精神，成为保
护传承殷商文化之源的重要载体。因此，致力打造文化
发展强市，必须以“三商”文化为核心元素，加强殷商
文化之源的保护传承，推进古城修复保护和展示利用，
积极争取商丘 （东方） 古城池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以商丘古城为载体，通过加强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推出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精品文旅项目、开发文化创意
产品等措施，推动我市文旅文创事业的高质量融合发
展，把文化旅游产业打造成支柱产业，把“游商丘古都
城，读华夏文明史”文化旅游品牌擦得更亮，叫得更
响，构建起以古都、古城为主体的全域文旅产业发展新

格局。
做强叫响“黄河故道（农耕）文化”名片。商丘是

黄河文化的发源地和黄河文化传承弘扬的主要地区之
一，黄河主河道曾流经商丘长达727年。商丘境内的明
清黄河故道流经民权县、宁陵县、梁园区、示范区、虞
城县5个县（区），全长141公里。与此同时，商丘又是
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作为中华文明的原点、华夏文化的
原创地，农耕文化、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
重要贡献。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开启中华火源，使人
类有了温暖；栗陆氏被封为“水龙氏”，疏导泉源，兴
水利之始；黄帝史官仓颉发明了汉字；帝喾订立节气，
缔造盛世；阏伯筑台观星，安排农时农事，阏伯台被称
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台”。上古人文始祖在这里刀耕火
种，肇始了原始农耕文明，面对自然或者社会的困境，
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因此，要
紧紧把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把“故道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起来，共同建设

“黄河故道 （农耕） 文化”系列项目，打造独具商丘特
色的“黄河故道（农耕）文化”名片。

一是加强商丘段黄河故道文化遗产保护。加强保护
黄河故道的遗址遗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风民俗等，
如双塔遗址、庄周故里、蒙墙寺、三陵台、葵丘会盟
台、商均墓等遗迹。商丘境内的黄河故道大堤是珍贵的
历史遗产，相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黄河故道大堤保护工作
以及其他相关黄河故道文物的重点阐释，利用黄河故道
具有标志意义的遗址，建设黄河故道文化博物馆。二是
加强商丘黄河故道文化的研究。全面调查梳理汇集从古
至今黄河商丘段的历史文化脉络，编纂商丘黄河故道系
列丛书，依托黄河故道深入挖掘黄河文明的精神内核和
时代价值，延续黄河历史文脉，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三是讲好商丘黄河故道文化故事。以国家殷商之源
文化大遗址考古公园为龙头，对散布在黄河故道沿线的
火文化、商文化、微子文化、圣人文化、汉梁文化、忠
烈文化、红色文化等串点连线，全线、全景、全业展现
殷商之源黄河文化的无穷魅力；挖掘整理故道沿线风情
民俗，整合故道故事，开发视听娱乐、演艺观赏、竞技
游艺等可体验文化产品，收集有历史意义和传承价值的
耧、耙、五斗橱、风箱等器物，有助传承乡村文脉；有
条件的村可设立村史馆示范点、农耕文化展览馆，编写
村史村志，建立黄河故道农耕文化展览馆，活态呈现故
道故事，增强人们沉浸式文化体验的感受。四是打造生
态观光农业，助力乡村振兴。黄河故道周边拥有虞城县
数十万亩的林海果园、天沐湖景区、商丘国家森林公
园、民权国家湿地公园、申甘林带等优质生态和农业资
源，把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结合起来，建设黄河故道生
态旅游区，使故道沿岸群众从故道文化的高质量发展中
不断增强获得感。

做强叫响“党性教育之城”红色名片。商丘不仅是
历史文化名城，也是重要的红色革命城市，不仅孕育了

厚重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传承了近现代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既有以不贪为宝的子罕、勤政养廉的
沈鲤、“守一城而撼天下”的张巡、“以天下为己任”的
范仲淹、“清廉为天下第一巡抚”的宋荦、传承优良家
风“兄弟双御史，一门五翰林”的官宦家族陈家等名人
贤士，他们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忠烈爱国、勤俭持家
的优秀品质，不仅奠定了商丘这座城市的基本风貌，而
且为党员干部党性教育提供了丰厚的历史土壤，又有当
代社会涌现出来的众多先进典型，如被称为“一代农民
风范”的“老坚决”潘从正、当代知识分子楷模刘佑全
等，他们为民务实、任劳任怨的高尚情操是党员干部学
习的榜样，更有许多革命故事在此发生，有无数革命先
辈在此指挥战斗，有无数群众在此支援抗战，有众多革
命遗迹在此留存。我市现拥有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馆、
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中共中央中原局扩大会议秘书处
旧址、睢杞战役纪念馆、彭雪枫将军纪念馆、抗日军政
大学第四分校旧址、鲁雨亭烈士纪念馆等众多革命遗
迹，这些都是我市党员干部党性教育的宝贵资源，共同
构成我市党性教育文化名片。目前，市委组织部整合了
全市各类党性教育资源，规划打造了30多个党性教育核
心点，确立了“一馆十基地”建设的基本格局。有关部
门应精心规划设计并打造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精品路线，
文宣部门应以推介我市党性教育资源为突破口，结合本
单位的宣介优势，向市内外、省内外大力宣传推介我市
党性教育现场教学设计，不断吸引和接待市内外、省内
外党员干部到我市考察学习，接受党性教育，进行党性
锻炼，不断提高我市党性教育文化的综合效益，打造

“党性教育之城”红色名片。
做强叫响“好人文化”城市名片。好人是商丘城市

的符号，也是商丘城市的名片，“商丘好人”现象是我
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载体。经过近
十年的精耕细作、宣传弘扬，“商丘好人”已经成为我
市的道德品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使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无
论是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孝老爱亲，还是敬业奉献、
诚实守信，“商丘好人”用最为普通的方式告诉人们，
什么是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行为，什么是社会所不容许
的非道德行为，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
向。我们要以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常态化创建
为契机，进一步大力弘扬“商丘好人”文化，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
风，努力把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社会风尚融入市
民血脉、化为城市基因，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同时，要持续打造“商丘好
人”品牌，使“商丘好人”品牌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影响
力、吸引力和感召力持续扩大，用身边典型教育人、鼓
舞人、感动人，使商丘成为感动中国的道德之城、好人
之城，让“商丘好人”成为我市亮丽的城市名片。

（执笔人：熊作余 郝雯雯）

叫响商丘特色文化品牌 致力打造文化发展强市
中共商丘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

在朋友圈、抖音等短视频平
台，我们经常能刷到形式各样的

“网红打卡地”，从高大上的城市地
标到小清新的公园湿地，从一条
街、一间屋到一座桥、一棵树，“网
红打卡地”不时跳跃在网络，赚足
了流量，更挑逗起网民“我想去看
看”的欲望。

不可否认，“网红经济”像一针
“强心剂”给旅游业注入了强劲动
力。很多“藏在深闺无人识”的景
点经过网络的助推，竟然一夜成
名，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其
实不难发现，所谓的“网红打卡
地”也鱼龙混杂，有的如昙花一
现，只有片刻的光鲜；有的则“长
红”不衰，历久弥新。

“网红打卡地”离不开网络，是
流量和粉丝造就了它，更离不开其
自身的内涵、寄寓的情感所汇聚的
人气。西安的千年银杏树成为“网
红打卡地”是因为一棵树蕴含了岁
月沧桑、郑州的老街成为“网红打
卡地”是因为一条街复制了乡愁记
忆、青海的茶卡盐湖成为“网红打
卡地”是因为一湖水洗涤了心灵尘
埃 ……“ 网 红 打 卡 地 ” 要 想 留 住

“回头客”，固然靠颜值，但最能戳
中人软肋的还是内涵。

大自然赐予的色彩、历史留下
的印记是一些景点成为“网红打卡
地”的主要因素，但我们在打造

“网红打卡地”时，一定要考虑把地
域风情、历史文化融合进去，颜值
与内涵并存，风骨与特色共生。如
果跟风效仿，粗制滥造，甚至追求
稀奇古怪，“网红打卡地”纵然在网
上吆喝的再响亮，也注定是一锤子

买卖。“网上看着一枝花，实际一看豆腐渣；不来后悔
一时，来了后悔一世；网上看着是人气，实地一看是气
人……”如果游客有了这样的“观后感”，“网红打卡
地”不但留不住“回头客”，还在无形中损伤了形象。

“网红打卡地”要想留住“回头客”，还要完善相关
配套设施，让打卡者体验到贴心的人文关怀。景区
干净整洁，管理井然有序，配套设施健全，服务热情
周到，这些“硬件美”以外的“软实力”更能留住人
心。如果景点脏乱差，甚至找不到厕所、停车场，景
区像赶大集一样，这样的“网红打卡地”用不了多久
就会淹没在网民的口水中。

美不能只存在虑镜和流量中，打造“网红打卡地”
就要多用些“绣花功夫”和“工匠精神”，让“网红打
卡地”实至名归，让更多的人慕名而来，这样才能留住
更多的“回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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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近日，“2021年十大网络用语”新鲜出炉，
“觉醒年代”“强国有我”“双减”“元宇宙”“YYDS”“绝绝
子”等入选。与往年一样，舆论场中亦不乏声音对其中一些
词语给出“低俗”“无聊”之类评价，认为它们不值得传播。

北京日报：今天，我国网民数量已逾10亿，互联网普
及率超过70%，形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络社会”。在这里，
汉字形音义上的各种可能性被充分利用，用以表达现实社会
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种活跃而独特的“网络方言”。网络
给予了人们广阔的讨论空间，赋予了许多词语新的生命，年
度流行语也许是热度最高的那一小部分。我们可以对其给予
一定关注，透过它去了解特定年代的社会群体心理，但说到
底，不少流行语只是一阵风而已，未必都能代表一个社会的
主流价值观。对于“年度网络用语”等等榜单，以及很多不
够规范的表达，既不必赋予太多意义，也不必过于抵触排
斥，以平常心看待就好。

对网络流行语不妨平常视之

新闻背景：12月8日，中国老龄协会发布《中国农村互
助养老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能
动作用，推动互助养老，是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不足问题
的有效途径。根据 2020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2020
年我国乡村 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 23.81%，比
城镇高出近8个百分点。全国老龄办预测，到2035年，我国
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在农村人口中的比例将升至37.7%。

广州日报：伴随城镇化的深入，孤独老人守着空心村。
众多农村老人面临想做“老漂族”不得，而留守故土孤独无
依的两难境地。传统农耕社会的养老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
变。老人害怕孤独又故土难离，盼望子孙满堂又畏惧“老漂
难”。农村互助养老从自发到规范发展要基层组织发力按下

“升级键”。第一，要进行组织化的建设与发展，系统化的过
程管理、法律保障、资金等相关支持也很必要。第二，要探
索科技与养老相融合的新模式。第三，互助模式多元化，不
断拓展互助养老的范围。第四，完善保险制度，从物质层面
予以保障。第五，关注老人精神需求并提供服务。缩小城乡
老人养老差距，逐步实现老有所依所养所乐。

为农村互助养老按下“升级键”

【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体魄强健，需要开齐开足
上好体育课。强化体育课和体育锻炼，需要配齐配
强体育教师，完善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完善体育课
程，提高体育教学水平，还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
评价体系。唯有各方携手，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共同行动起来，才能让广大青少年保持身心健

康，在人生道路上快乐成长、实现更
好发展。

【学习是有趣的事，短视频亦能长知识】

亿万年轻人是互联网时代“原住民”，充分
激活他们对知识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是短视频平
台的责任所在。所有活动中，人是最关键的力
量。前段时间，快手就推出大型活动，联动了
100 名知识大咖、50 余家专业机构，以及超过
1000 名快手知识主播，在汽车、人文、法律、
健身等二十多个领域共同发力，给用户开启一场
场免费的超级大师课。

@人民时评 @中青网评

紧盯不放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中国网络空间安全协

会近日发布《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监测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我国
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完善，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治理取得
阶段性成果，强制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问题明显减少，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行为
治理成效初显，但“七类”隐蔽问题仍需紧盯不放。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