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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孩之死，该反省的何止是网暴？
　　1 月 24 日 0 点 02 分，
河北寻亲男孩刘学州发
微博长文，文中疑似有
自杀倾向，引起众多网
友关注。2022 年 1 月 24
日，澎湃新闻从三亚市
110 指挥中心获悉，此
前寻亲成功后被生母微
信拉黑的男孩刘学州自
杀，于当日凌晨经抢救
无效死亡，具体情况仍
在调查中。（1 月 24 日 
澎湃新闻）
　　2021 年 12 月 6 日，
刘学州在网上发布寻亲
视频。刚过一周，他就
在警方的帮助下找到了
亲生父亲，随后也见到
了生母。本来以为这是
他幸福生活的开始，没
想到却直接导致了他短

暂生命的终结。刘学州
先是因住房问题被生母
拉黑，后来得知自己亲
生父母涉嫌遗弃。事情
不断发酵后，更有不少
网友去微博下质疑与谴
责刘学州的行为。种种
行为摧毁了他对世界最
后的念想，成为他自杀
的诱因。
　　其中，最直接最疯
狂的诱因当属源源不断
的网络暴力。他们质疑
刘学州“立人设、炒
作、博取同情心”，不
断地在私人空间骚扰人
家、还把他的控诉恶意
曲解成“刘学州要求买
房子”，网民的自以为
是和断章取义，所带来
的是一个生命的流逝。

类似事件不断发生，为
何一次又一次惨痛的教
训并没有让网络暴力消
解？归根究底，网络世
界太过庞大复杂，网民
素质层次不齐、并常常
陷入非黑即白的二极管
思维。而事实的呈现需
要一定过程，事实的延
后性，推动着一个又一
个“乌合之众”的诞生。
他们以为所谓的是非对
错就是“真相”、他们
作为“正义”的吃瓜群
众有权利有义务去帮助
宣扬正义、惩奸除恶。
舆论虽然是一种正向的
监督力量，但是一旦脱
离正常轨道，就反而会
成为“害群之马”，导
致一个个悲剧发生。因

此，一次次惨痛深刻的
教训在呼喊着：当下，
加强新的网络素养教育
非常关键、刻不容缓。
　　但面对此次事件，
该反思的远远不止网
暴行为。社会层面上
讲，刘学州在遗书中阐
述，二年级开始寄宿学
校，自己是校园欺凌受
害者、被男老师猥亵，
有关学校该反思是否尽
到了对孩子的看护和保
护义务？是否加强了师
风师德建设与考核？当
初刘学州的父母未婚先
育，之后将其“转送”
他人，父母生而不养何
以如此？见到多年未见
的血亲骨肉怎能添油加
醋颠倒黑白？父母的职

责义务何在？法律层面
讲，刘学州被父母遗弃
寻求法律途径却过了诉
讼时效，反映出遗弃罪
等条款制定需要更新，
法律制度应当根据社会
实际适时而修、适时而
订。还有针对校园霸凌、
猥亵、网络暴力等问题，
应有更强有力的法律规
范和举措。
　　当然，刘学州的说
辞是否属实还待官方查
证后才能明确。从一个
无辜男孩之死，我们要
反思的还有很多。

█徐侨

警惕“贷款狂欢”陷阱，理性消费过好年

　　“您的认证依旧
是学生身份，如不取
消，很可能造成征信问
题……”临近春节，很
多年轻人会收到自称各
大网贷平台客服的电
话，声称能利用共享屏
幕的方式进行贷款并取
消认证。北京青年报记
者了解到，这实则是诈
骗分子以能够向职场青
年提供大额贷款限额为
由实施的诈骗手段。（1
月 23 日《北京青年报》）
　　北京的李先生接到
一位自称支付宝客服的
电话。电话中，该客服
说李先生已经毕业多
年，在支付宝后台显示
的注册身份仍为某某大
学学生。对方称由于银
保监会新规，明确小额

贷款公司不得向大学生
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
如果不尽快更改，则会
影响后续贷款。李先生
差点受骗，因为拨打电
话的是“假网贷平台”。
　　这个案例，主要说
的是春节前夕，诈骗分
子冒用网贷平台名义实
施诈骗的事儿。警方公
布的数据显示，最近这
段时间，此类冒用网贷
平台实施的诈骗案件多
发。市民“闹新春”骗
子“来闹心”已经成为
了一种现象。而我想说
的是，不管是“真的网
贷平台”还是“假的网
贷平台”，都不能让他
们来“闹新春”。
　　过大年涉及消费问
题，而对于一些人来说，

由于平时大手大脚，不
知道积累财富，春节期
间往往会是“手头有点
紧”的。这个时候，不
少网贷平台，会认为这
是“做生意”最好的
时机，安排工作人员、
客户人员利用直接拨打
短话或者是短信提醒的
方式推销自己的业务：
比如，您有一笔“春节
低息贷款可以申请”等
等。而这个时候对于“手
头紧的人来说”似乎就
像是雪中送炭，往往就
容易“申请贷款”。轻
的落入到“网贷的陷阱
里”，虽然获得了网络
贷款，可是后续偿还起
来是亚历山大。重的直
接落入了“假网贷公司
的陷阱里”，不仅一分

钱没有拿到，反而自己
损失了财富。
　　不管是“真的网贷
公司”还是“冒牌网贷
客服”都需要加强管
理。不能让他们来“闹
新春”，不能让他们把
市民的“闹新春”变成
了无奈的“很闹心”。
对于“真的网贷公司”
而言，要约束他们的行
为，禁止拨打骚扰电话，
禁止诱导市民“贷款过
年”；对于“冒充网贷
客户的骗子”，则需要
警方顺着藤蔓揪出所有
“违法犯罪的瓜”，不
能让“春节在岗的骗子”
逍遥法外，借助春节实
施诈骗。
　　而更值得一说的则
是我们市民自己。过大

年需要消费是一点不假
的，而且过大年比平时
“花得多”也是事实。
但是要做到理智消费，
自己“有多大能力”就
“办多大事”，有钱的
多花几个，没钱的少花
几个，过年消费没有统
一的标准，何必从网贷
公司瞎胡贷款“打肿脸
充胖子”？
　　市民理性“闹新
春”，才能不让骗子“来
闹心”。总之一句话，
过大年要理性消费，
而不是指望着“贷款狂
欢”，记住一点： 陌生
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
不透露。

█郭元鹏

8岁孩子刷天价礼物，网络直播吃相难看该整治

　　近日，湖北咸宁被
曝出一位 8 岁孩子在使
用其父亲手机玩游戏
时，一天之内给游戏主
播豪刷 11 万礼物。虽然
经济损失得到补救，但
背后所反映的诱导未成
年人刷礼物等不良直播
网络风气，需要得到治
理。
　　根据数据显示，我
国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
及率高达 94.9%。随着
互联网短视频的兴起，
短视频的直播领域也慢
慢变成了未成年人的聚
集地。虽然，平台对未
成年人保护制定了相关
政策并明令禁止未成年
人刷礼物，但网络环境

复杂，不良网络直播风
气仍然存在。
　　诱导未成年人直播
刷礼物，实际上就是利
用了其不成熟的价值观
获利。未成年人自身自
控能力薄弱，并且对直
播的礼物没有一定概
念，礼物与数字货币转
换等机制也不慎了解。
当青少年面对直播间里
的诱惑或者一些花言巧
语时，毫无戒备之心，
这也是现如今不法网络
主播能将未成年人当成
其镰刀下的“韭菜”的
根本原因所在。
　　同时，诱导未成年
人刷礼物也是消费主义
市场下的纵欲过度。短

视频市场兴起，“流量
变现”成为了众多主播
追名逐利的噱头，随着
主播市场逐渐饱和，竞
争激烈，制作不出高质
量的作品便无法吸引到
流量，因此一些主播将
注意转移到未成年人群
体上。欺诈消费、传播
低俗内容甚至教唆未成
年人做出一些与其智力
和能力完全不相符的行
为。同时，网络直播鱼
龙混杂，内容制作良莠
不齐，主播门槛低，思
想道德修养存在参差，
一些劣迹主播怂恿未成
年人使用其父母身份证
信息认证来打赏的事件
时有发生。所谓“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如
此行径，吃相太过难看。
　　此前通过的《民法
典》规定，未成年人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
法定代理人代理或经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
如果家长不追认，应属
于无效行为。这在一定
程度上减少了损失，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家长和
网络监管部门可以后顾
无忧。《民法典》的规
定并不是“一刀切”的
逢款必退，也不是家长
放任孩子使用电子产品
的免责护身符，针对劣
迹主播网络监管部门应
当适时做出相应惩罚处

理，肃清网络不当之风。
　　网络直播的确丰
富了人们的精神娱乐
生活，对精良的作品予
以肯定和赞赏是可以理
解的，好的网络直播不
但可以提供优质的产品
和服务，同时还能够寓
教于乐，提升网络文化
建设，但互联网下，信
息爆炸，尤其是对于身
心发展尚未成熟的青少
年，难免疲于分辨，保
证青少年能够在阳光的
网络环境下成长，需要
多方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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