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
戏，近日，全国青联建议国家尽快出
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并考虑
对未成年人担任网络主播作出明确
的禁止性规定。这条建议一出，在网
络上获得了大部分网友的支持。

全国青联的提案是建立在前期
调研发现一些问题的基础上的。目
前青少年网络直播出现了不少乱
象，直播平台门槛低，出现了一批依
靠低俗内容赚取流量和牟利的主
播，青少年辨别能力不强，观看直播
容易导致盲目效仿。同时，直播有
可能导致姓名、学校、家庭地址等个
人信息泄露，一些未成年人未经家
长允许，动用家长银行卡来打赏主
播，造成家庭财产巨大损失。针对
这些问题，青联界别建议明确未成
年人注册直播用户的条件，鼓励平
台设置“家长控制模式”，以降低网
络直播给青少年带来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国家网
信办等单位就针对直播出台了一系列
关于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的管理办法，
其中包括了避免未成年人接触过度成
人化内容的相关指引。而针对网红年
轻化、低龄化的现状，相关部门也鼓励
平台对未成年人担任主播的情况予以
重点关注。但这些措施是非强制性
的，具体成效全看平台如何执行。而
平台“管不住”的情况时有发生。去年
初，快手上16岁未成年妈妈直播遭相
关部门查处，即为一例。

这样看来，禁止未成年人充当
平台主播，似有其合理性。但在尊
重青少年使用媒介的权利与应对网
络带来的风险之间，二者平衡不好把
握。一方面，正如有网友所说，“需要
整改的是直播内容，不应该一棒子打
死整个年龄段”。另一方面，网络直
播只是工具，利大还是弊大，关键看
如何去用它。国内也不乏阳光“小网
红”的正面例子。比如现年10岁、拥
有400万粉丝的“@李雨霏”，能歌善
舞，总是班上第一名，曾回复粉丝“学
习永远摆在第一位”，面对抖音上不
少喜欢她的男粉丝，表现出超出年龄
的成熟。作为单亲家庭的孩子，这位
小网红的直播可以给不少相同境遇
的孩子带来好的影响。

因此在我看来，光是禁止未成
年人进入直播平台还不够，就像小学
生要学语文，训练阅读和写作，逐步
形成文学修养和文字判断力一样，网
络时代学习如何上网，培养一定的网
络媒介素养，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
至关重要。每个人都不是生活在真
空中，现在信息渠道那么多，辨别网
上的信息真伪，网络现象的是非好
歹，都是媒介素养的一部分。

关键是要从被动隔离，变成主
动学习和防御，让网络为我所用，通
过提高媒介素养塑造完善人格。有
了判断力，自然不会轻易成为肤浅
媚俗的网红文化俘虏，不会失去对
于生活和时间的控制力。

禁止未成年人当主播
更要提高青少年网络媒介素养

麦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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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法草案8日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中国再
次以实际行动表明坚定不移推动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原则和立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稳定、透
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向全球投资者敞开怀抱，为当
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世界经济
注入更多确定性。

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
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
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国家保障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标准
制定工作、依法通过公平竞争参与
政府采购活动，国家保护外国投资

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行
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
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经过最
高立法机关审议，一系列外商投资
促进、保护和管理所必需的制度有
望以法律形式得以确立，中国开放
型经济的法治化水平将进一步跃
升。

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
点上，这部法律草案将营造更有吸
引力的外商投资环境，进一步为国
内外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
境，让外国投资者在中国投资经营
吃下更多“定心丸”。

中国用行动扩大开放，外资也
用行动为中国市场点赞。特斯拉

在上海建设电动汽车超级工厂，宝
马在沈阳投资新建第三工厂……
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的《全球
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8年
全球海外直接投资连续第3年减
少，但中国吸引外资逆势上扬，再
次创出历史新高。不断涌入的外
资见证着中国的成长，为推动中国
改革发展作出贡献，更分享了中国
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

一个以实际行动不断兑现开
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中国，将
以自身开放能力的不断提升、近14
亿人口大市场的澎湃活力为世界
经济注入信心，也将为自身深化改
革、融入世界，注入新的动力。

遏制低龄整容
要先破“颜值论”

张丽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随着
90后、00后们的长大，整容市场
迎来了这批新人。和前辈们不
同，他们对于在脸上、身上缝针
动刀的接受度更高。结合当下
乱象频仍的医美市场，低龄整
容埋下了不小的健康风险。

医美行业乱象、未成年人
整容风潮，也成为全国两会上
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全国政
协委员、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
院赵铱民教授接受采访时表
示，“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
非常不主张青少年去做整形。”
由于未成年人还在发育期，做
了整形手术后，可能会完全终
止颌骨的发育，或者激活促进
颌骨的发育过程，都会带来不
可预期的结果。全国政协委员
肖苒亦表示，现在未成年人受
到网红或者自己喜欢偶像的影
响，觉得自己不够漂亮要整形，
但未成年人骨骼发育还不成
熟，部分手术会造成骨骼损伤
影响身体正常发育。此外，在
还未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对美
的认识时，觉得自己容貌的某
一个部分不完美而进行整容，
是很不成熟的行为。

去年9月，新华社记者调查
发现，成都一所中学高二某班
级中一共32个人，单眼皮女生
几乎全都割了双眼皮，有几个
男生也去割了。到了假期，医
院的整容门诊人满为患不说，
其中尤以艺术类学生为多。而
在市场需求火速增长的另一
面，医美行业之乱令人咋舌。
前不久，一些网红、明星带火了
“洗血”美容。这种类似血液透
析的操作，居然有些美容院、私
人随随便便找个宾馆房间就敢
操作起来。此外，因为在无资
质机构做垫鼻子、打瘦脸针、埋
线、拉皮等花样繁多的医美项
目出问题而毁容的，一直屡见
不鲜。有人为此付出几倍的代
价做修复，有人则只能抱憾终
生。这样的后果，成年人尚且
无法面对，遑论未成年人。

可为什么低龄整容者日益
增多呢？其中不排除有些青少
年盲目跟风流量明星、网红，非
要拥有某某同款下巴或者鼻
梁。更多的还是被“颜值决定
一切”的不良观念蛊惑，不仅审
美观扭曲——认同网红脸，人
生观也已经跑偏——总觉得长
得好看就会走上人生捷径。

长此以往，未成年人的身
心发展都会受到不良影响。国
际上，澳大利亚、美国的许多州
都要求整容者必须18岁以上。
此前就有人大代表建议，在“未
成年人保护法”中加入禁止整
容的内容。故而，无论是从立
法层面还是从社会导向上，刹
住低龄整容这股风潮势在必
行。

用“人走帽留”
遏制西部人才流失

胡琦霖

又一次，在全国政协教育
界别联组会上，来自西部的大
学校长感慨人才难留。去年
发声的是兰州大学校长严纯
华，今年则是西北师范大学校
长刘仲奎。3月6日刘仲奎委
员开门见山地指出，如果不采
取有效措施，西部地区高校领
军人才和骨干教师向东单向
流动短期内难以逆转。（据《北
京青年报》)

在现有的高校层级评价
体系下，抢人的本质就是抢
“帽子”（“帽子”是指长江学者
等高层次人才计划）。要为西
部人才流失“止血”，还得从剥
脱利益入手以发挥杠杆调整
的作用，明确“帽子”的地理属
性，把原本稀缺的“帽子”留在
西部，人走了而“帽子”留下，
既可用“帽子”指标吸引更多
的有志者，也可以避免一部分
人采取投机取巧的办法，在西
部获得“帽子”的照顾，拿到东
部享受更高的福利。

正本清源，规范秩序，才能
让人才合理流动，而非恶意流
失。

就是论事

法律惩罚
为获取非法利益，男子私自

灌装劣质白酒冒充品牌白酒销
售，最终遭受法律惩罚。记者从
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获悉，这
家法院日前公开开庭审理了被
告人王某某假冒注册商标案，并
当庭宣判。法庭依法判处被告
人王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4万元。

新华社发 徐骏作

扩大开放，行胜于言
新华社记者 安蓓

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