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些“剧本里的儿童”在网上受追捧

在某短视频平台上，记者看到有
大量以孩子为主角的作品。一些账号
营造“反差萌”，视频中的父母往往扮
演“摆烂”的一方，玩手机、玩游戏、不
会做饭，孩子自己照顾自己，通过对比
体现出孩子的懂事和早熟。视频下方
的评论区里，不少网友为孩子的表现
点赞，也有人直言这些短视频“有剧
本”，涉嫌摆拍。

在一名博主发布的视频中，她的
孩子“一大早”叫醒即将上班迟到的爸

爸，实际上，这时窗外却是漆黑一片。
记者联系到这名博主，对于有网友质
疑其摆拍，她承认不可能想拍什么就
能拍到什么，“拍时要根据设定的主
题，做一些内容上的‘整理’”。

如今，一些“天才儿童”在网上备
受追捧，他们面对镜头“金句频出”，或
者“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记者查看一
些账号发现，有的背后有 MCN（网红
孵化机构）的身影。

某MCN机构负责人陈某介绍，他

们日常会注意挑选有潜质的培养对
象，一般要有一定的粉丝基础，并且要
五官端正、长相清秀、口齿清晰，主要
选择幼儿或小学生，这类儿童比较吸
睛且没有学习压力，培养成熟后可以
往服装、日用品等商业方向发展，有较
长的培养周期和收入周期。

记者翻阅了十几个粉丝量超 100
万的账号，发现他们都开通了橱窗带
货功能，个别博主还进行直播带货，实
现流量变现。

有MCN机构指导“网红儿童”视频“蹭热点、博流量”

有业内人士分析，“网红儿童”的
背后存在一条“产业链”。一些账号有
了流量后，会有机构主动联系签约，签
约之后又能获得更多的流量和商务机
会。记者了解到，有些爆火的账号都
已签约MCN。

2020 年，晓美（化名）一条分享女
儿日常的短视频在网上火了起来。如
今，晓美成了拥有2000多万粉丝的短
视频博主。

晓美说，视频的火爆，带来了粉
丝的增长和商业合作。她坦言，拍短
视频是有收入的，“但我们没有想过
要通过孩子来赚钱，还是以孩子学业
为重”。

粉丝多了后，多家MCN机构向晓
美发出“邀约”，希望承担创意策划、视
频制作和后期运营等事项。“我拒绝了
很多机构，如果签约的话，会影响孩子

的学习”。
陈某表示，MCN机构有成熟的模

式，可以为博主提供内容策划、脚本制
作以及拍摄等服务，指导他们“蹭热
点、博流量”。

陈某说，培养网红儿童有直播路
线和短视频路线两种。现在由于监
管加强，直播路线几乎行不通，主要
走短视频路线。他说，发布短视频属
于内容创作，可以让儿童参与，关键
在于内容是否合法合规、有没有“擦
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组织研
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郑浩分析，“网
红儿童”在平台算法推荐加持下会被
更多人看到，有些过度美化“天才儿
童”等内容会给年轻人带来育儿压力，
贩卖育儿焦虑。

“它所带来的示范效应在一定程

度上消解了育儿的多样性和孩子发展
的可能性。”郑浩说，“应该倡导和培养
孩子德智体美劳健康发展，不应该被
刻意塑造成某种程式化的画像。”

郑浩提示，应该关注未成年“网
红”通过互联网带来的同辈效应，即指
同龄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有
时会超过家庭和学校带来的影响，影
响孩子正确价值观形成。

“更需要重视的是，刻意打造未成
年‘网红’存在未成年人权益被侵害的
风险。”福建佐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洪
建宏表示，比较常见的有隐私泄露、网
络暴力、过度曝光等，尤其是有的
MCN 机构为了获取流量导致侵害儿
童权益的情况发生，比如，有的过度消
费未成年人，将其姓名、出生年月、家
庭住址、就读学校等公之于众，侵害未
成年人的隐私。

严查利用“网红儿童”牟利的行为

今年5月，山东省郓城县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庭法官张相辉参与办理了一
起涉及未成年“网红”的合同纠纷案
件。他告诉记者，因涉及未成年人，案
件采取调解方式，不公开办理。“这个
案件的背后，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
思。”

在该案中，一名未成年“网红”因
违约被签约的MCN机构告上法庭，要
求赔偿经济损失。张相辉介绍，涉案
未成年“网红”的确存在违约，但MCN
机构也存在要求该未成年人长时间录
制的事实，录制时长超出正常时间。
张相辉表示，MCN机构让未成年人超
时录制，不利于其身体健康，没有履行
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

张相辉认为，“未成年人价值观
尚未形成，正处于接受教育阶段，对
于未成年人保护首先应该强调家庭
责任，重视家庭教育”。他说，父母作

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从法律
上来说可以代表子女进行民事法律
行为，但要以子女身心健康和未来发
展为准绳，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家长
要担负起相应责任，保护好孩子。“让
孩子过早走‘网红’之路，终究不是长
久之计。”

郑浩认为，将未成年人推向网络，
要做必要的风险评估。拍摄视频要谨
慎，避免未成年人参与有炒作、演绎性
质的内容。同时，关注人身安全和个
人隐私，不过度曝光青少年生活，引导
青少年正确看待粉丝规模和褒贬，不
过度强调粉丝背后的经济属性、价值
属性。

“保护未成年人在互联网媒介上
的安全和权益，需要政府、企业、学
校、家庭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形成
合力，构建一个健康、安全、有益的网
络环境。”山东玉帛（寒亭）律师事务

所负责人于涛表示，目前，我国已构
建起完备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
律体系，要加强法律监管和执法力
度，对利用“网红儿童”牟利、损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进行严肃查
处。加强对 MCN 机构的管理，不得
参与或推动损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活
动。短视频、直播等网络平台需进一
步加强内容审核和管理，利用技术手
段精准识别和处理损害未成年人身
心的违规内容。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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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好“屏幕里”的孩子
通过一方小小的手机屏幕，一些孩子的日常生活、学习状态、兴趣爱好等一一展现

在公众面前。近来，在网络平台上不少以儿童为主角的视频收获了大量粉丝，视频里
的儿童成了大家眼中的“网红”。

随着粉丝的增加，商业合作也“上了门”。这样的“网红”儿童视频，对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是否有利？又会有着怎样的风险？

今年 9 月 22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
秋分。国家卫生健康委邀请有关专家
介绍秋分时令的健康养生和疾病防治
知识。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
医师龚燕冰说，秋分的“分”有等分的
意思，在秋分这一天，白天和黑夜是等
长的。过了秋分之后，白天越来越短，
黑夜越来越长，暑气渐渐消退，气候
变得凉爽，人们的食欲比夏天要好，因
此民间有“贴秋膘”的说法。“贴秋膘”
要根据时令和体质特点来进补，以适
度为宜。不能盲目进补，也不能过度
进补。

秋天容易出现皮肤干燥、口唇干燥
等症状，因此要食用一些具有滋阴润燥
功效的食物。中医讲，五色对应五脏，
其中白色入肺。因此，可以吃一些白色
的食物，如莲藕、山药、百合、银耳、白萝
卜、梨等，这些食物都能起到养肺、润肺
的作用。龚燕冰推荐了一款药膳——
百合银耳雪梨饮。梨是应季水果，具有
养阴生津、化痰止咳的作用，百合有养
阴润肺、养心安神的作用，银耳有补气
润肺、滋阴生津的作用。3种食材加水
煮后食用，适合大多数人群，也契合秋
分的时令特点。

入秋后脾脏的运行功能会有所下
降，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腹泻、腹胀的
症状。在这个时节，饮食上要以温暖、
易消化的食物为主，避免生冷、油腻、
辛辣刺激性食物。如果风寒侵袭到后
背，会出现鼻塞、咳嗽、流鼻涕等感冒
症状。此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
法，即在早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一层
一层增加衣物，在中午温度稍高的时
候逐层减少衣物，以应对季节气候的
变化。

龚燕冰说，秋天容易使人产生情绪
低落、抑郁、悲观等情绪。在秋天，人体
的生物钟不适应日照时间长短的变化，
导致生理节律紊乱，使人们的情绪受到
影响，表现出兴趣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失眠、情绪低落、精神萎靡等症状。女
性和老年人更容易出现这些情绪，采用
腹式呼吸法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减轻
压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首都医科大学宣
武医院主任医师吉训明说，秋分以后，
气温逐渐下降，昼夜温差加大。气温下
降会导致血管收缩，引起血压升高。加
上由于天气逐步干燥、饮水不足等，都
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人们
吃的食物相对热量较高，容易引起胆固
醇、血脂的升高，加上运动过少，也会增
加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

秋分时节，要注意保暖，尤其在外
出的时候要及时添加衣服，避免在天气
骤变的情况下或者在寒冷天气里久
待。要均衡饮食，提倡少盐、少油、少
糖，注意饮食多样化。同时，要进行适
当规律的运动，保持良好心态，避免情
绪波动过大，保持充足睡眠。有高血
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心梗和脑
梗病史的人，要注意监测血压、血糖、血
脂，使其保持在稳定范围内。

据《人民日报》

“贴秋膘”
不能过度进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