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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纵横

大家谈

青年说

热点评谭

■ 李揽月

别人家的孩子又火了！在近日开播的

《2024 中国诗词大会》上，合肥市五年级小

学生萧宇翔出口成章，对答如流。

值得称道的是，这个 10 岁孩子是发自

内心热爱诗词，对美好事物满心欢喜，而不

是单纯展现记忆力炫耀超强大脑。

《中国诗词大会》，虽然偶被吐槽为背

诗大会，但在众多综艺节目中，已属难得清

流，拉近了大众与诗词的距离。

就像节目嘉宾蒙曼所言，中国人的诗

心一直在，但需要被激活。

一

为什么古典诗词跨越千百年，仍能引

发共鸣？

因 为 物 质 层 面 发 生 了 天 翻 地 覆 的 变

化，而人性的变化并不大。精神上的跋涉

与成长，情绪上的幽微表现，人生的际遇与

感受，古今相似。

在精神层面上，那才叫“青山一道同云

雨，明月何曾是两乡”。

古诗词是对语言美学的极致表达。比

如 ，遇到一个好看的女子 ，我们只会贴个

“美女”的标签，怎么美，却拙于形容。

而 古 人 夸 美 女 风 姿 绰 约 ，会 说“ 其 形

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

春松”。夸美女的容颜，会说“手如柔荑，肤

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自明其志，则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

片冰心在玉壶”；表明相思，则有“春心莫共

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一部中国诗歌史，就是中华文明在语

言文字上的浓缩精华。

古诗词里有人生多重困境的解药。

少年时，李白在前面等你，肆意潇洒，

放浪不羁：“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

蒿人”。

中 年 时 ，杜 甫 在 前 面 等 你 ，人 生 的 苦

楚 、困顿都要一一克服：“感时花溅泪，恨

别鸟惊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

滚来”。

晚年时，苏轼在前面等你：“莫听穿林

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人生到处知何

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转眼一看，胸中块垒原来别人也有，我

们的人生感受竟然被一语道破。

倾 听 他 们 流 传 下 来 的 心 声 ，惊 讶 于

也 有 人 那 样 生 活 过 、思 考 过 、痛 苦 过 ，跟

命 运 和 解 过 。 诗 词 能 提 供 情 绪 价 值 ，完

全 可 以 当 作 解 锁 人 生 困 境 的 密 钥 ，来 一

场千古共情。

二

我们今天仍然喜欢古诗词，是因为没

有哪种情绪找不到诗词上的对应，成为我

们在种种场合下的“嘴替”。

古 人 对 自 然 万 物 四 时 运 转 的 体 察 入

微，对人生遭际情感的精准表达，都让我们

感佩不已，是古人更聪明？非也。

转念一想，这有三个原因：

一是流传下来的，绝大部分都是从数

千年积淀中大浪淘沙留下的真金，都是真

性情的佳作。想必古人也有许多写得不好

的诗，都被时间淘汰了。

二是古人与大自然贴得更近。不信，

请翻唐诗宋词 ，里面全是大自然的意象 。

不像我们被水泥森林包围，连天空都经常

被高层建筑分割，霓虹灯屏蔽了白月光。

三是生活节奏不一样了。我们的生活

快快快，内容填得太满，没时间去听一根竹

子的拔节，去感受落花流水的哀怨。

三

其实，诗词是没有实用价值的无用之

用。在功利的世界里，在无用之物一概被

剔除的逻辑里，诗歌没有存身之地。

清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辛辣

之笔、夸张手段写了两个可笑之事：一是范

进不知苏轼是谁，二是马二先生不知李清

照是谁。

吴敬梓已洞悉了功利型教育的可怕，

以冷幽默来表现八股取士对读书人学识、

眼界、思想的禁锢。

曾经觉得，美好的诗词能够成为应试

教育的对冲，滋养诗意的人生。可是，如果

诗词教学也很乏味呢？

今天的课本中，已大量引入经典诗词，

无疑增加了孩子们的文化内涵。适当的死

记硬背也是必要的，是在为人生打底。

但在诗词教育中，我仍然嗅到浓浓的

功利味道，用应试教育的功利之心肢解美

好，把白月光变成饭黏子。

比如，把诗词的意象限于表层，用标准

答案贴上标签，学生对情感的丰富性、流动

性、诗人情绪的微妙性都无从体察。

比如，不能联系时代背景来分析诗词，

让美的体验大打折扣。曾有一位研究生激

动地对我说，小时候背了那么多李白的诗，

其实都没有真懂，是看了动画片《长安三万

里》，才知道那些名句是从何种情境下产生

的，重读那些诗，感到很震撼。

诗词教育，可以改进的空间还很大。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幸亏我们还有

诗歌。

合 肥 市 五 年 级 小 学 生 萧 宇 翔 是 幸 运

的，他在小小的年纪就已经领略了诗词王

国的奇妙景观，他不仅会背诗，还能写诗，

被诗歌滋养的人生将更加丰盈。

诗心一直在，需要被激活
■ 徐炜红

近日，浙江省政务 App“浙里办”的

婚恋交友“亲青恋”服务引发热议。自

该项服务上线以来，不仅帮助广大单身

青年男女找到伴侣，更改变着他们对婚

恋交友和生活的态度。人们感慨：没想

到有一天政务 App 也能火！

深受年轻人欢迎，无非因为这个政

务 App 与时俱进。原来，提到政府部门

组织相亲，就是那种有点老气、土气的

线下联谊活动。年轻人早就不稀罕那

一套了。作为与互联网大潮共生共长

的一代，青年对交友方式渠道、信息安

全有着更多的考量。

“亲青恋”服务打开了新思路。有

了“官方严选”，年轻人不用担心对方资

料造假、个人隐私泄露，真实靠谱。相

比于动辄要缴费的商业婚恋交友平台，

自带公益性的政府服务给年轻人省了

不少钱。共青团还在平台上开设了“婚

恋课堂”，请心理专家引导年轻人树立

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多么贴心。

同样与时俱进的，还有安徽的政务

App“皖事通”。“皖事通”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上线的“皖美拍”证件照采集系统，

提供了 53 类证件、9 种规格和底色的照

片自主采集、上传、使用、授权等功能，可

在驾驶证、社保卡、教师资格证等 27 个

业务系统中通用，照片能直接保存至手

机相册，用作他途。“再也不用单独跑一

趟照相馆了！”“拍出来的照片清晰好看，

可以贴在简历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

政务办理，年轻人直呼新奇又实用。

这些新服务内容，直击年轻人的痛

点、堵点、难点——政务 App，不仅办成

事，还把事办得很漂亮！

透过因时而变的政务 App，人们不

仅看到了政府的创新意识与日俱增，也

关注到政府服务更加人性化。不论是

“浙里办”App 的“亲青恋”，还是“皖事

通”的“皖美拍”，在命名上体现了地域

特色，令人倍感亲切。

为什么政务 App 越来越年轻？因

为年轻人的身后，可能是上有老、下有

小的家庭。他们的使用，能教会和带动

更多人的参与，更好实现政务服务“一

网统管”“一网通办”。这种以年轻用户

为纽带的用户群体，值得用心对待。

其实，诸如婚恋交友服务，只是政务

App 的基本服务之一。因新奇，在舆论

场上备受关注。但一些政务 App能深受

群众欢迎，不仅仅因为某一项功能，还得

益于其提供信息公开、民意征集、便捷群

众生活等其他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

目前政务 App里提供的常规公共服

务，如交水电费、查社保公积金、看病挂号

等，已经使其拥有一定的用户。在此基础

上，推广特色便民服务，可信度更高。

这背后是成熟的运行机制，充分满

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比如，善用科技，为

人们提供便捷的操作、快速的对接、安全

的性能。通过大数据分析，梳理分类高

频诉求，打通数据壁垒，优化服务流程。

但从下载使用量看，有的政务 App

颇受欢迎，有的却成了摆设。这说明，

政 务 App 要 想 越 办 越 好 、赢 得 长 久 信

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有技术，不能摆着不用。技术如何为

人类服务，关键在于如何设计，独创也好，

借鉴也罢，只要是能为群众解忧省力，就

一定要推动技术顺利落地。“亲青恋”和

“皖美拍”的出现，难得的不是技术，而是

这背后巧妙的设计和人性化的思维。

有想法，不能纸上谈兵。政务 App

的发展，依托的不仅是强大的科技，还

有脚踏实地的精神。从尝试“最多跑一

次”，到探索“一次都不跑”，这些美好的

畅想，都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例

如，在驾驶证的期满换证业务上，一线

城市已经实现了线上申请、寄送到家，

缓解了窗口办理“排长龙”的压力，这离

不开政务 App 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

有问题，不能视而不见。每推出一

项新服务，就是一次新尝试，不可能尽

善尽美。一旦发现问题，各部门不推

诿、不漠视，将问题清单转化为责任清

单，才能保障政务 App 的更新优化。多

关注政务 App 里的互动交流类板块，将

其置于显眼位置，做到普遍问题集中解

决、个别问题积极回应，与用户建立长

久稳定的“合作”关系。

说到底，政务 App 的流量密码是贴

心服务，是民意与信任。期待着类似

“官方严选”的服务越来越多，用一件件

微小的实事，扩大我们的“幸福拼图”。

政务App的流量密码是贴心服务

■ 周 军

“3·15”，已成为每年春日里消费者

既“期待”又“惊心”的一个符号。今年

的“3·15”晚会，给人的最大感受是触目

惊心！

数据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金

融安全，这些国家三番五次强调的安

全，在现实中有时候“不安全”。流量欺

骗、生产造假、变相套路、酒品乱象，这

些遍布在消费者身边的“陷阱”，稍有不

慎，就会踩入其中。信息时代每天都上

网，开车上路必备灭火器，单身青年通

过平台寻找伴侣最常见……这些领域

却有时真假难辨，想不踩“雷”，难！

一场晚会，一次集体“示众”。看完

整场晚会，有悲也有喜。悲的是，在“打

假”成风，全国上下倍加呵护消费环境

的语境下，一些消费产品依然以次充

好、以假乱真，欺骗消费者，让人防不胜

防。喜的是，那些不良商家、暗箱操作、

问题产品被公之于众，暴露在阳光之

下，问题会解决得透彻一些，“伤疤”会

好得快一些。

看“3·15”晚会，绝非看热闹。如今

的“造假”，虽然显得更为隐蔽，但并不高

端。比如，20 块手机主板就能集成一个

主板机，一台电脑可以投屏上百台手机，

可以“一 IP多机”或者“一机一 IP”。让人

云里雾里的“黑科技”，实际是躲在“黑处”

钻监管漏洞，以简单的技术手法操纵游

戏、发帖数量、网络投票的“小把戏”。“网

络水军”问题，去年“3·15”晚会才点过名，

今年又第一个“上榜”，这提示我们，网络

治理依然任重道远。市场上兜售的不同

型号的灭火器“不灭火”，商家直言“你越

灭，火越大”，这背后是一些“正规厂家”为

了节省成本，造假售假，挂羊头卖狗肉。

还有传动轴异响的宝马、变相搞高利贷

的金融 App、不看“真爱”看“钱包”的婚恋

平台……今年“上榜”的这些消费领域问

题，他们之所以“大行其道”，不少就在于

盯上了消费者惯性思维中信得过“正规

军”的心理，一些“大牌大店”也造假，这让

消费者一时没了“方向感”。

一 场 晚 会 ，一 次 警 醒 ，一 次“ 受

惊”。我们也看到，针对央视“3·15”晚

会曝光的问题，各地迅速行动，有的连

夜出击，涉事企业作出回应。3 月 15 日

晚，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3 家企

业使用槽头肉加工制作梅菜扣肉问题

曝光后，阜阳市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已到

现场核查处置。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将

会同有关部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严

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

动”，进一步规范从业者生产经营行为，

健全肉类产品质量安全长效机制，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再如，针对曝光假防火玻璃黑产链，

生产、检验资质、抽检均造假的乱象，天

津市静海区市场监管部门已连夜出发赶

往现场；四川市场监管部门各部门都在

值班值守，关注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听花

酒事件……可以说，针对“3·15”晚会曝

光的问题，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的行动是

迅速的，也让消费者看到了相关部门打

击造假售假、守护消费环境的力度。

被 曝 光 的 企 业 ，也 作 出 行 动 。 比

如，世纪佳缘所涉门店暂停一切经营活

动，全面接受调查。同程金融表明，将

立即对相关产品下线，全力配合整改。

宝马表示，承担所有相关维修费用。

一头是监管，一头是涉事企业，目

前的态度都是清晰的。我们也相信，公

之于众的这些消费问题，最终会给出一

个让消费者满意的解决结果。

但是，仅靠一场“3·15”晚会曝光消

费问题，够吗？显然，远远不够。

专 业 的 事 还 是 要 靠 专 业 的 人 来

做。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看到假货对

地方品牌、消费环境的危害性。应以

“3·15”晚会曝光的消费产品问题为线

索，打开思路、顺藤摸瓜、深化监管，揪

出一个问题，解决一类问题，触类旁通

打击造假售假行为。

促消费，环境尤其关键。从一场晚

会看全年，今年消费维权年主题为“激

发消费活力”，划出了今年如何守护消

费信心的重点。与此同时，今年还是我

国的“消费促进年”，眼下正展开了一场

消费品以旧换新的“热潮”。

大潮流之下，活力和信心来自哪？

就来自于消费者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共筑诚信、共享安全显得尤其必要。在

消费回升向“暖”的整体语境下，一些领

域出现与激发消费活力背道而驰的问

题，不仅当打，更要严打。

这假，那假，都是为了一个“利”字。

“3·15”晚会再次提醒我们，诚信是市场

经济的基石，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

本。无论是汽车、App还是酒品等行业，

都需要坚守诚信原则，确保产品和服务

的质量和安全。否则，就是自毁前程。

消费者也应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

护意识，避免陷入消费陷阱，共同营造

一个诚信、安全、和谐的消费环境。

诚信不止“3·15”，放心消费每一天

■ 李 戈

近日，一起初中生霸凌事件上了热搜，

引起舆论关注。该事件中，3 名初中生被曝

对一名同学实施霸凌，涉嫌将其杀害并掩

埋。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司

法机关将对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惩处。

校园霸凌事件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

深深植根于教育、家庭、法律等多重环节的

深层次社会问题。家庭教育的缺位、学校

管理的松懈、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社会

对霸凌行为的麻木或宽容，都在一定程度

上为霸凌现象提供了滋生土壤。

家庭教育的缺位是重要源头。部分家

长对子女品德教育的忽视，或是溺爱导致

的规则意识淡薄，使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缺乏对尊重他人和遵守社会规范的基本认

知，容易表现出对他人的冷漠与欺凌行为。

学校管理的松懈，一方面表现在校方

对校园霸凌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相关制

度执行力度不够，导致对霸凌行为的发现

和制止滞后。另一方面，部分教师由于课

业压力大，精力分散，对学生的心理状态和

行为变化不够敏感，使得校园霸凌得以隐

匿和发展。

很多时候，学校对霸凌者的处理，仅仅

停留在口头批评、警告处分，甚至是象征性

的惩罚，无异于隔靴搔痒，无法真正阻止霸

凌现象。

整治校园霸凌，法律的硬核角色不可

或缺。近几年，数起校园霸凌事件令人震

惊。对霸凌实施者，不能“罚酒三杯”“家长

领回去好好教育”就了事，应视情节追究法

律责任。

各 方 呼 吁 下 ，我 国 逐 步 加 大 立 法 力

度。《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对防治校园暴力进

行了明确规定。但在有些社会舆论和部分

司法实践中，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可能

会倾向于从轻处理，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纵

容了施暴者，导致他们对行为后果的认识

不足，未能有效阻止校园霸凌现象。

法律有明确规定，即使是未成年人，如

果其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也应该依法承

担责任。不过，具体在年龄界限划分、罪责

承担等方面，国际国内法律界存有一定争

议。如何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与维护社会

公正之间寻找平衡，是法律工作者面临的

重大课题。

目前在法律层面，对未满 14 周岁、涉嫌

刑事犯罪的青少年的教育矫治，尚存在制

度空白，亟待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即使

达不到承担法律责任的年纪，也应当有相

应的惩戒手段去约束，而不是让“未成年”

成为免责挡箭牌。正如医院不能没有儿科

一样，司法体系中也应该有健全的“法治儿

科”，对罪错少年进行更好的教养感化。

校园霸凌事关青少年健康成长，绝非

小事。无数案例表明，受害者的心理创伤

可能伴随一生。有的孩子可能因此丧失自

信，产生严重的自我否定情绪，影响学业进

步和人际关系建立；有的孩子可能出现抑

郁、焦虑等心理疾病，甚至影响其未来的职

业生涯和社会适应能力。校园霸凌的后果

并不仅仅是短暂的痛苦，而是可能变成影

响一个人终身发展的隐形枷锁。

法律应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确保他

们在受到侵害后，能得到及时的心理援助

和合理的赔偿，让他们感受到公平正义 。

更要强化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教育矫治，

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引导施

暴者认识错误 、改正行为，从而真正回归

社会。

整治校园霸凌，除了对作恶者严惩不

贷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抓起，防患于未

然。家庭要担起第一道防线的责任，培养

孩子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良好品质；学校

则需强化德育工作，提升教师识别、干预霸

凌行为的能力，建立行之有效的防范和处

理机制。让学生了解什么是校园霸凌及其

危害性，通过鲜活的案例，警示学生“勿以

恶小而为之”，不做欺凌的霸者，也不做软

弱的羔羊、冷漠的旁观者，要懂得拿起法律

武器保护自己和他人。

校园霸凌不是一道无解题。正如电视剧

《黑暗荣耀》中的一句台词，“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在后面，永远都在前方，人生就是这样。”

治理校园霸凌,还有多少短板需补齐?

■ 陈卫华

好 像 是 突 然 之 间 ，那 些 逝 去 的 明 星

都“ 活 ”过 来 了 ，并 且 在 视 频 中 向 粉 丝 深

情喊话。

乔任梁说“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离开”，

高以翔说“我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李

玟说“我永远都会陪伴着你们”，姚贝娜说

“我去的地方还是能尽情歌唱”，连科比都

操着一口纯正的美语在说“很高兴以这样

的方式再次和你们相见”。不知道有多少

粉丝被感动，也不知道有多少粉丝被吓得

不敢动。

但我们知道，为了挣钱，发布上述视频

的博主们是真的什么都敢动。动脑筋是好

事，前提是没有动道德和法律。

但他们动了道德。

如 果 说 音 乐 人 包 小 柏 用 AI“ 复 活 ”爱

女、《流浪地球 2》中刘德华饰演的父亲在女

儿弥留之际将其意识存进“550A”，还只是

科技伦理问题，那么，博主们“复活”与自己

没有直接关系的已逝明星，就涉及社会道

德问题。

网友看了这些明星的“复活”视频后感

慨 ：“ 尊 重 逝 者 ，这 是 做 人 起 码 有 的 底 线

吧。”“大家都不要效仿这种做法了，真的挺

不尊重死者的。”连网友都看不下去了，更

别提乔任梁父亲直斥“儿子被复活”影像的

制作者，“这是在揭伤疤。”

逝去的儿子能被网友惦记，本来应该

是让父母感到安慰的事。但是，任何事情

都 是 有 界 线 的 。 当 这 种 惦 记 跨 越 了 亲 与

疏、虚与实、爱与痛、情与利的界线，惦记就

变成了亵渎。

媒体证实，这些“复活”视频并未征得

亲属的同意，而是博主擅自制作，惦记的也

不是被“复活”者，而是流量和收益。说白

了，他们只是把别人失去亲人的伤口当作

自己引流的入口。

有记者曾联系采访多个 AI 复活类账号

发现，这些账号背后大多有专业团队，有些

还在朋友圈招学徒、招代理。一些账号还

将制作亲人“复活”视频的价格表发给了记

者。所以，“复活”已逝明星只是他们“复

活”已逝亲人生意的免费代言人啊。

他们也动了法律。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良善、广

东 国 鼎 律 师 事 务 所 律 师 廖 建 勋 都 明 确 指

出，未经已逝明星的家属同意发布 AI“复

活”视频甚至用于商业牟利是侵权行为，侵

犯了肖像权和名誉权等。逝者的肖像权、

名誉权，仍受法律保护。

《民法典》第 994 条明确规定，死者的姓

名 、肖像 、名誉 、隐私等受到侵害的，其配

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

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

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

担民事责任。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

明确了 AI 技术应用的边界：如经被编辑对

象的同意，不属于违法。如未经被编辑对

象的同意，但用于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

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也不违法。但用 AI

技术复活“偶像”这种行为不合法，出于营

利、博眼球、诈骗等违法目的，则构成侵权

甚至是刑事犯罪。

对这些违法博主，平台应该封号，相关

利益方应该提起自诉甚至公诉，让他们付

出法律规定的相应代价。对每一个不法者

依法惩罚就是最好的普法，也是对守法者

最大的奖励。

相比过往，我们处在一个科技爆炸的

时代，科技正迅速而猛烈地改变我们的生

活。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该忘记，所有的

科技发展和应用，都要自觉经受道德伦理

和法律规范的检验和约束。

科技要为人类服务，而不是让人类臣

服于科技。对逝者及其在世亲属的尊重，

就是基本的道德伦理和法律规范要求，不

管科技如何向前 ，这一条都应岿然不动 。

所以，请给逝者以爱，而不是 AI。

AI“复活”明星，挑战法律与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