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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1日，人社部网
站公布了人社部等 3部门
联合发出的通知。通知公
布了生物工程技术人员等
19个新职业。其中，备受
社会关注的网络主播也在
这一批新职业中。（8月 1
日《新京报》）
近年来，网络直播行

业的快速发展，为很多人
提供了表达自我和展示才
华的平台，特别是给年轻
人提供了新的职业发展路
径，让他们拥有更多实现
人生出彩的机会。
从宏观层面讲，网络

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催
生了大量新业态，带动了
就业和经济发展，成为吸
纳就业、扩大就业空间的
重要蓄水池，呈现出数字
职业化、直播产业化、从
业大众化和就业规模化特
点。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
务协会今年 3月末发布的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
报告(2024)》显示，截至
2023年 12月，我国职业
网络主播数量已经高达

1508万人。而且，根据
数据测算，直播电商的
在线交易额每增加一
亿，可以带动就业岗位
增长约 1100人。
但与此同时，网络直

播行业快速发展伴随着种
种问题，社会上有一些人
对网络直播行业和网络主
播群体特别是头部带货主
播存在误解，甚至是妖魔
化解读。有人认为直播带
货影响了实体店生意，有
人觉得高学历人才当网络
主播是一种人才浪费，还
有人指责网络直播是“网
络乞丐”。这些误解、偏
见或妖魔化的解读，使得
网络主播群体职业认同感
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年轻人加入到网络直播
行业当中，制约了网络直
播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在这样的时代环境

下，人社部等 3部门顺应
互联网发展趋势，网络主
播“转正”，成为国家正
式承认的新职业。这不仅
凸显了国家对网络直播行

业的认可，而且是对无数
网络主播职业价值的肯
定，为网络主播这一群体
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职业身
份和社会地位，增强了网
络主播的职业归属感和荣
誉感，为网络主播这一新
职业的生长提供更好土
壤，还是对年轻人选择网
络主播这种实现人生梦想
途径的支持和鼓励。这在
客观上有利于消除大众对
网络直播行业和网络主播
群体的误解，有助于吸
引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
人选择从事网络直播事
业，让更多的人享有人
生出彩机会。
当然，也要看到，网

络主播“转正”，意味着
国家和社会对网络主播提
出了更高的职业道德要
求，为网络直播行业的规
范化发展和网络主播的职
业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既
需要政府和平台强化网络
直播行业、网络主播群体
的监管，也离不开网络主
播加强自律和自我提升。

连日来，全国多地持续出
现高温天气。“哪儿凉快哪儿待
着去”，竟然成了热议的话题。

武汉的网友反映，可以到
离家最近的防空洞纳凉，“不开
空调，里边19℃左右”；杭州的
网友表示，不少地铁站都开辟
了专门的纳凉区，“有椅子也有
凉白开，空调吹着也很凉快”；
上海的网友分享，可以去“博
物馆、图书馆纳凉游”，“既新

潮，又有文化”……
将地铁站点、人防工程、

文化场馆等转化为“公共纳凉
点”，可以说这是城市为方便市
民避暑开出的一剂“凉方”，体
现了城市治理的灵活性，提升
了公共资源的利用率。
有网友直言“这样的城市

很有人情味”。
城市的公共服务，不是概

念、噱头，每一个设施、每一

项服务的细节，都关乎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同样是人防工程“纳凉

点”，重庆“纳”的是火锅、茶
馆、大排档，“山城洞天”；武
汉“纳”的是桌球、棋牌、剧
本杀，“休闲娱乐”……因利乘
便，管用结合，这样的便民举
措越多，城市的“人情味”就
越浓。

新华社

邻居老张查了孩子的网上
消费记录后，脸立马绿了：游戏
平台买装备花了 3600元、视频
网站充会员花了 900元，买某
软件“限量版”皮肤花了 1200
元……算下来，近 3个月竟然
消费2万多元！

老张说，花这么多钱当然
心疼，更让他气愤的是这钱花
得不值。买东西，讲究“一分钱
一分货”。为了网上这些“没影
儿”的东西，孩子流水似的花
钱。“家长的钱不是大风刮来
的，现在却被大风刮走了！”老
张一脸懊丧。
被风刮走的，岂止是家

长的钱？还有孩子们的宝贵
时间。
作为“网络原住民”，当代

未成年人的消费观念与上一辈
有较大不同。他们不吝于为自
己钟爱的虚拟产品买单。未成
年人的金钱观、消费观还没有
完全形成，对支付行为缺乏概
念，不知柴米油盐贵，特别是在
很多游戏、直播平台上，用来充
值、打赏的是游戏币和电子礼
物，这给一些未成年人“花的钱
不是钱”的错觉。
一些商户因此嗅到“商

机”，通过诱导未成年人网络沉
迷，达到提高消费的目的。
这些年，未成年人网络游

戏充值、直播打赏等行为造成
经济损失的事例常常出现。部
分互联网信息含有诱导沉迷、
吸引消费的内容，未成年人心
智尚未成熟、分辨能力有限，种
种不良信息给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埋下隐患。
移动互联网时代，未成年

人“触网”呈现出低龄化、常态
化特征。研究报告显示，小学
生的互联网普及率达 95%，
28.2%的小学生在上学前就已
经接触互联网。在公园、在商
场、在地铁……随处可见捧着
手机或平板电脑的孩子。触手
可及的各种视频平台、社交媒
体、网络直播、网络游戏等，早
已成为陪伴未成年人成长的重
要环境系统。而国家出台的一
系列政策、各大网络平台研发
的一系列“防沉迷”系统，都是
为了给孩子构筑一方清朗的网
络环境。
这些“防沉迷”工作取得了

较为明显的效果。调查数据显
示，超过 80%的家长认可现阶
段“防沉迷”工作成效。中国音
数协游戏工委发布的报告指
出，未成年人游戏总时长、月活
跃用户数、消费流水等数据，已
有较大幅度减少。
“防治”是第一步，更重要

的是因势利导，从小抓起，从小
处抓起，用健康、优质的网络内
容吸引未成年人正确认识网
络、合理使用网络，增强未成年
人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
网络的意识和能力。做到这
些，需要政府、企业、家庭、学校
等各方形成合力，共同撑起未
成年人的网络晴空。

据法治日报报道，校
园霸凌成了部分短视频
创作者的“灵感”源泉，
“我被霸凌了”“美式校园
霸凌”等新梗频出。这些
短视频让校园暴力受害
者无法接受。以短视频
的方式揭示校园暴力没
有问题，但将校园暴力娱
乐化就完全错了。这不
是向霸凌者宣战，而是在
用暴力内容博眼球。
校园霸凌社会关注

度高，新闻报道不少，起
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把不
同的极端事件放在同一
个视频中，设置反转情
节，配上音乐和文字，很
容易吸引受众。但将校
园暴力拍成娱乐化的视
频，玩霸凌梗，无疑是一
种毒流量。校园霸凌是
很多人心中永远的伤疤，
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缺
乏最基本的同情心，是对
被霸凌者的二次伤害。
此类视频有流量，其他博
主很容易跟风；一些未成
年人辨别力不够，可能将
霸凌行为理解成小打小
闹和恶作剧，甚至下意识
地模仿，对他人实施霸
凌。网络空间充斥这些
乌烟瘴气的内容，也可能
消解线下打击校园霸凌
的努力。
对霸凌娱乐化，平台

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成
为帮凶。霸凌类短视频
在网上大行其道，没有平
台的算法加持根本不可
能做到。《网络信息内容
生态治理规定》指出，“校
园暴力梗”属于低俗短视
频的治理范畴；“清朗·
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网
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也
明确，要重点整治摆拍校
园霸凌视频、将校园霸
凌行为娱乐化。网络平
台应该常态化清理违规
账号，别总是松一阵紧
一阵。
现实生活和网络空

间都不容娱乐化霸凌的
视频出没。用霸凌题材
消费他人，这样的流量必
须归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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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朗的网络空间
□人民日报海外版 润夏

玩霸凌梗，
是一种毒流量
□北京晚报 孟雅檀

钟山镇南兴村助农直播

吴瑾莹 摄

mailto:xyjbchz@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