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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通讯

据潮新闻报道，市场上充斥着以低门槛、高获奖率为噱

头的一批含金量低、组织松散的竞赛，这类竞赛被称作“水

赛”。“水赛”已经衍生出相关生意，机构通过收取报名费、证

书费、冠名费等从中获取不菲利益。 沈海涛 图

电子亲人是2024年网络热门话题之一，许多电子亲人博

主一年内涨粉几十万。随着寒假、春节即将到来，许多年轻人

与实际亲人相处的时间也悄然来临。有实际亲人却爱看电子

亲人，这些年轻人在看什么？他们想要获得什么？（据1月11

日《中国青年报》）

虚拟陪伴服务是近年来许多年轻人找寻心灵慰藉、吐露

心声的新兴手段。电子亲人通过网络社交账号，让年轻人获

得诸如祖辈、爸妈般的呵护与关爱，体验到生活分享、情感互

动等情绪价值。不过，电子亲人终究不过是短暂和虚拟的情

感投射，过度沉迷和依赖则不利于人格成长。对此还须理性

看待。

与电子亲人对话，人们不难发现其共性，即温柔而坚定的

爱、无微不至的呵护和平等的态度。热衷电子亲人的群体主

要有两类，一是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他们性格敏感，渴望得

到理解支持；二是曾在亲密关系中受过创伤的人，他们想要寻

找途径，排解压抑，翻越心坎。比如，有的家人长期不在孩子

身边，孩子通过电子亲人体验父母亲情；原生家庭存有缺陷，

借电子亲人体验理想家人模样；失去重要亲人，借电子亲人填

补亲情缺口……这种移情效应，就是把对某一特定对象的情

感，不自觉地迁移、投射到相关的人或事物上。

电子亲人虽然可以带来一时的关爱呵护，但仍不能代替

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现实中的亲人也许不完美，但彼此间的

爱与牵挂是真实的。处理好现实中的血缘亲情，需要相互理

解，彼此包容，朝着让关系更加和谐、舒适的方向共同努力。

虚拟就是虚拟，别把虚拟当现实。毕竟，有苦有甜、有泪

有笑的日子才叫生活。辩证看待电子亲人，才能让我们既认

可其精神慰藉的积极作用，又不必过度依赖和沉迷。再好的

电子亲人也终究不敌真实的亲情拥抱。割舍不断的亲情牵

挂，才是我们持久和真正的幸福源泉。

来源：河南日报

理性看待电子亲人
□ 张玉胜

岁末年初，一场场承载

着乡音、乡愁、乡情的“村晚”

纷纷上演：在北京，《鼓舞盛

世》将传统舞狮的艺术魅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凸显卢沟

桥石狮子这一文化标识，表

达浓厚的家国情怀；在四川

攀枝花，“文艺展演+乡村年

货大集+春节文化展示+乡

村文化旅游”有机融合，当地

村民和外地游客共创共享热

闹非凡的“文化大餐”；在江

西永新三湾改编纪念广场，

一首《三湾来了毛委员》拉开

了当地“村晚”节目初选帷

幕，村民们深情演绎红色歌

曲、传承红色基因。

锣鼓喧天、人声鼎沸、载

歌载舞……贴近百姓生活、

突出地方特色的“村晚”，正

逐渐成为欢度新春佳节的新

年俗。台上台下都是主角的

村民们，用自编自导自演的

作品，唱身边事、演身边人，

道家乡美、赞新生活。“村晚”

展示了热热闹闹、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文化互动氛围，传

递快乐也凝聚乡情。“村晚”在加强村民交流协作、融洽

乡邻关系的同时，也在无形中为村民传递了积极向上

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营造文明新风尚。此外，“村

晚”搭台，有利于发展“唱戏”，给农文旅融合发展带来

新机遇。搭乘电商直播快车，展示乡村文化魅力，各地

可以乘着“村晚”新业态的“风口”，有力推介文旅资源、

宣传地方特色，让农民群众享受更多发展红利。

“村晚”之所以越来越火，原因就在于根植于乡土、

凝结着乡愁，集中展示了农民群众昂扬的精神面貌。

不管表现形式如何变化，群众文化都是晚会最深厚的

底色。无论是种地的农民、搞养殖的技术员，还是返乡

的游子，都有机会登台当“民”星。说乡音、话乡愁，吹

拉弹唱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艺术，有力支撑起“村

晚”的群众舞台。随着自媒体、短视频的兴起，不少观

众会把“村晚”节目发布到社交平台上，既让游子们纾

解乡愁，也使更多乡村人文特色、民俗风情受到关注、

得以传承。

现在的乡村，不光有“村晚”，还有“村歌”“村超”

“村BA”，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大潮中，乡村文

化盛事正在不断“出圈”“扩容”。这些都是凝聚乡村全

面振兴合力的优质载体，也是加快乡村文明建设的重

要阵地。期盼各地以农民文化需求为导向，不断挖掘

地方文化特色，让“村晚”越办越精彩，让农民群众的欢

声笑语回响在乡村的山山水水，让乡村文化得以传承

赓续。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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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网民为博

取大众眼球，将AI生成

的图片与地震相关的信

息进行关联拼凑，误导

群众，致使谣言信息传

播扩散。目前，涉案人

员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

法行政拘留。

AI制作的图片和视

频有两种比较显著的情

形，一是网上流传的一

些由AI制作、带有意识

流特点的图片和视频，

因其“一眼假”的显著特

点，网友能够比较容易

地将其与其他图片和视

频进行区分，此类图片

和视频有可能涉及“魔

改”，需要加以规范。二

是像此次事件一样，AI

制作的图片和视频到了

难分真假的地步，网友

是很难将其与其他视频

区分的。

据了解，该谣言信

息发布者还制作了其他

图片，并且其他图片有明显的艺术欣赏特

点，不像谣言信息的图片这样有意混淆视

听。所以AI的使用者应端正意图，不能为

博流量以假“乱”真，产生危害。

不仅是图片和视频，AI在其他方面的

应用也一定程度存在以假“乱”真的情况。

近日，有网友向媒体表示，其10岁的妹妹

就受到AI剧情聊天软件的危害，不仅扮演

“大小姐”“恶毒女配”，还提出诸如“揪住她

的头发扇巴掌”“拿着刀划向她的脸”等要

求，甚至说出“你能养大学生，我不能点男

模吗”这样的话。这是因为AI剧情聊天软

件中很多虚拟形象较为极端，一般会有一

定的人设，诸如病娇、高傲等，还有的被设

定为“把她追到手”的剧情目标，其对话甚

至涉嫌“擦边”，含有软色情意味。

AI作为辅助工具，应发挥其便利的特

点，不能助长其“乱”真，这需要AI软件生

产制作者、AI 软件使用者、图片和视频发

布平台、AI 应用平台、监管部门等共同发

力，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管理规范，加强对

AI 使用的引导、对相关问题的处理、对危

害行为的处罚，让AI保持在规范的轨道上

运行。 来源：中国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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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西一地倡议“压岁钱不超过20元”，引人关

注。

“压岁钱不超过20元”，这对于早已习以为常的广

东朋友来说，恐怕都算不上新闻了。但作为一则官方倡

议，它如清流一般，让人眼前一亮，也难怪受到追捧点

赞，更有不少网友借机喊话，希望可以全国推广。

网友之所以反应强烈，还是因为苦“变味压岁钱”久

矣。原本承载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寓意辟邪避灾保佑平

安的“压祟”，如今在不少人眼中，可能只看到“压力山

大”的“压”和“攀比心作祟”的“祟”了。前者是逐年走高

的红包金额，一个红包动辄数百上千元，不仅让年轻人

倍感压力，也“压垮”了不少老人。后者则是愈发变味的

红包攀比，红包变成大人们的“等价交换”，你给多少，我

就回多少。如此红包，年味少了，功利味、铜臭味多了。

要说谁对变味了的红包最无感？一向低调务实的

广东人可能最有发言权。广东的压岁钱到底有多务实？

早前曾有人调侃，广东是“财神爷都只能收‘一蚊鸡’利

是”的神奇地方。如今，广东红包在网上被不少网友“实

名制羡慕”。这一口碑的反转，恰恰也说明人们观念的转

变——越来越多人明白红包本就是一种人际礼仪的表

达，心意才是最重要的。把金钱多少和情意画等号，不仅

有可能是自作多情，更会给他人徒增不必要的烦恼。

过个年本该轻轻松松，压岁钱也不该如此沉重，图

个好意头就好。值得庆幸的是，如今越来越多人看清了

压岁钱的走形变味，主动跳出来。如有不少年轻人开始

“整顿压岁钱”，有的相约统一金额，只发小额红包。有

的约定“互免”，以自制小礼物代替压岁钱。礼看似更轻

了，但情意却更重了。

当然，移风易俗是个系统工作，要扭转“变味压岁

钱”无法一蹴而就。若是像“压岁钱不超过20元”这般

倡议再多些，压岁钱回归本意便为期不远。

来源：新华网

让压岁钱回归祝福本义
□ 陈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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