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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家有网瘾老年人

“我妈60多岁了，从去年开始迷上看
短剧，在短视频平台一刷就是几小时，根
本停不下来。”近日，陕西宝鸡的于女士
称，她母亲已经把“霸总”“闪婚”题材短剧
几乎看了个遍，为了不影响父亲，母亲还
经常半夜躲在被子里“划屏幕”，久而久
之，不仅诱发了颈椎病，干眼症、青光眼也
找上门。

于女士将母亲的情况分享到社交平
台后，不少网友在她的评论区认领起“同
款爸妈”：有的老人一天刷七八个小时短
视频，广场舞也不跳了；有的在平台极速
版上沉迷“赚金币”，刷一天仅能赚5角
钱；有的关注了数十个“养生主播”，跟风
下单了数万元的三无保健品……

部分老年人网络沉迷甚至成瘾问题，
影响正常生活。“感觉自己和母亲的角色
似乎‘互换’了，以前是母亲告诉我‘少玩
手机，对眼睛不好’。现在，我时不时要提
醒母亲‘放下手机，早点睡觉’。”于女士
说。

说起家中的“网瘾”老人，家住北京的
祝先生也直叹气。祝先生的母亲今年67
岁，每天看短视频的时间超过8小时，“经
常在直播间听信主播推荐，购买山寨日用
品。”

老年人沉迷网络不仅有损健康，还易
引发经济方面的问题。据中国消费者协
会发布的信息，一些短视频平台利用算法
锁定老年人推送离奇、浮夸“微短剧”，然
后再以极低价格诱导其继续观看并默认
开通免密支付，随后按集扣费并自动播
放。还有短视频或购物平台广告弹窗诱
导“抽奖”，消费者点击后被跳转至第三方
支付平台自动扣款。

戒网瘾常引发冲突

“我妈半夜三点还在刷短剧，为了让
她少刷，我只能把无线网络定时关闭。”31
岁的杭州白领陈琳说。记者了解到，目
前，不少年轻人通过设置屏幕使用时间、
安装管控软件、开通“青少年模式”等方式
帮助父母戒除“网瘾”。

父亲总在短视频平台刷一些无营养
的猎奇类短视频，抱着手机一两点不睡觉
是常事，家中成天大声循环着短视频聒噪
魔性的背景音——面对这种情况，来自浙
江温州的小徐在父亲手机上打开了“青少
年模式”，“如此一来，平台会多多推荐科
普类内容，父亲刷到劣质猎奇短视频的概
率就会小一些。”

此外，小徐还将父亲的手机设置为
“每天使用应用程序的时间不超过3小

时”，并开启了“打开短视频自动降低音
量”设置。“三管齐下”之后，小徐父亲戒除

“网瘾”的成效已初现，“起码现在他刷短
视频的时间少了，刷到的内容也相对健
康。”

记者了解到，子女尝试帮父母戒除网
瘾的行为，也常常引发家庭矛盾和冲突。
今年春节假期，在北京读研的张昊回到山
东老家，发现父亲使用手机比自己还“上
头”，尤其喜欢“蹲守”直播间，听主播编造
一些关于“兄弟反目”“妻离子散”的离奇
故事。张昊为父亲安装管控软件后，却遭
到父亲训斥。“管不住，说了也不会听。”张
昊抱怨说。

而张昊的父亲告诉记者，他喜欢刷短
视频，是因为平台上的一些新鲜事物很吸
引他，“我当个乐子看，平时子女不在身
边，我刷刷手机，听到吵吵嚷嚷的声音就
觉得屋子里不空了。”

平台应担起更多责任

针对老年人沉迷网络的现象，中国政
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
短视频产品操作简单、使用门槛低，内容
可读性强，作为一种老年人友好的传播介
质，短视频平台为老年人触网提供了物
质、技术基础。此外，目前有很大部分老
年人处于空巢状态，缺乏代际互动，闲暇
时间多，上网便成了他们消磨时间、缓解
心理孤独的最好选择。

“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不少博主通过
打造人设，通过为老年人提供情绪价值，
从心理上俘获老年人，而后进一步使老年
群体沉迷其中，有的甚至实施诈骗等行
为。”朱巍分析说。

如何帮助老人健康“触网”，构建更加
适老护老的网络环境？“帮助老人更好地
适应数字化生活，平台应担起更多责任。”
朱巍建议，平台应对面向老年群体的健康
类信息加强内容审核。同时，还可对老年
人增设“弹窗提醒”功能，对可疑广告、不
良信息尽到提醒义务，在大额付款、平台
跳转等情形下，也应及时提醒老人规避风
险。此外，对一些侵害老年人权益的账
号、MCN机构等，平台应要下定决心，加
大处罚力度。

采访中，不少受访者表示，期待平台
效仿“青少年防沉迷模式”，给父母也设定

“老年模式”。对此，朱巍认为，老年人不
同于青少年，其具有行为能力、思考能力，
完全可以主导自己的行为，因此引导老年
人健康“触网”宜疏不宜堵。老年人网络
沉迷是一个社会性议题，应更多聚焦外部
环境和客观条件。

据工人日报

深藏于举牌背后的利益链条

据了解，举牌本是参与者手持一张照
片或者写有祝福语的牌子，拍成图片或视
频与网友互动的一种网络行为。在这个
看似正常的互动中，有很多像“果举”（裸
体举牌）等隐晦的词汇频繁出现。

在这个表面看似潮歌热舞的举牌现
象背后，深藏着买卖色情图片和视频的利
益链条。一部分“接举牌”者和“求举牌”
者，以色情为卖点，甚至衍生出所谓的“代
理”，这些代理既是卖家也是买家。

这些涉黄图片和视频被明码标价，价
格从三四元到三四百元不等。根据买家要
求，自定义时长、服装、动作、尺度的涉黄图
片和视频价格，要明显高于不露脸、时长
短、批量贩卖的涉黄套图和视频价格。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发现很多代理都
自称是二级代理，他们的上家可以直接和举
牌者联系，被称为“总代理”。许多涉黄图片
和视频被层层加价转卖，总代理以低价从举
牌者那里拿到涉黄图片和视频后，加价卖给
二级代理，二级代理再加价卖给下家，或以
更高的价格直接卖给普通买家。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吸引更多潜在买
家关注，这些代理会在抖音、快手、小红
书、百度贴吧和闲鱼等平台开设举牌账
号，依靠不同平台获得更多流量。

多名举牌代理称，只要在社交媒体的
账号里不断发布秀身材的擦边视频或图
片，就可能会获得流量。记者暗访也发
现，只要账号浏览过相关内容或检索过关
键词，这些平台就开始持续密集地推荐这
类擦边视频及内容，每刷必新。

举牌代理常常会把“有意向的私信
我”等话术发在文案中或评论区，求举牌
的用户便会在回复留言或直接私信中获
取进群方式。

每个代理都会根据需要，建立数量不
等、级别不同的聊天群，例如QQ群、微信
群等。这些群普遍都有严格的群规，群成
员被禁止私自交易，有的群还将所有成员
禁言，有的甚至还有退群监控。

进群后，群内会发布“群规”。
买家通过和代理私聊，或是在色情举

牌群中完成交易后，代理为了避开监管，
会将这些不堪入目的原图和原视频以压
缩文件、加密文件或加密相册等方式发送
给买家。

对于这些代理来说，谁在拍谁在买都不
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门能赚钱的生意。

一些未成年人深陷色情举牌泥潭

记者历时三个月调查发现，举牌现象
背后隐藏的大量色情内容，依靠平台引流

到私域完成交易，形成了一个由举牌者、
代理和买家组成的利益链条。更让人忧
心的是，在这个链条中，都有未成年人的
身影。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很多未成年人因
为好奇成为初次的买家后，被色情举牌带
来的利益所诱惑，逐渐从买家变成了卖
家。

未成年的莎莎（化名）是一名高中生，
在她的朋友圈里，不仅有小姑娘们喜欢的
盲盒、零食、香水，还有打了马赛克的色情
举牌预览视频。作为一名代理，莎莎的言
行与她的年龄完全不相符。

记者深入采访发现，像莎莎这样被牵
涉其中的未成年人不在少数，这些未成年
人的不设防和好奇，很容易让他们掉进一
些利益诱惑的陷阱，使他们成为网络色情
的参与者和受害者。

“未成年人模式”形同虚设

让未成年人牵扯其中的色情举牌现
象里，不仅有利益的诱惑，还有一些社交
媒体“投其所好”的算法推荐，使得越来越
多不设防的未成年人深陷其中。

记者注意到，平台接到举报也会进行
处理，但是，用户只要稍微变换一下搜索
关键词，这些用来引流的擦边视频就会源
源不断涌现出来。不仅如此，平台的一些
算法推荐板块，还会主动给用户推送这些
变异的搜索关键词。

记者点击“举报”后，变换关键词搜索
依旧能搜到。

事实上，虽然几乎所有社交媒体平台
都推出了“未成年人模式”，但是这一措施
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记者调查发现，各网络平台的未成年
人模式建设水平参差不齐。大多数平台
不能精准识别未成年人身份，登录时不需
要进行身份核实，未成年人模式由用户自
主选择是否开启，有的平台未成年人模式
被隐藏在设置菜单里，很难被发现。

就这样，在未成年人保护模式这第一
道防线失守的情况下，买家和卖家以求举
牌和接举牌的形式，通过平台引流、算法
推荐、私域交易，完成涉黄图片和视频的
买卖。而除了举牌，在网上还有像“慢摇”

“陪陪”等现象，也都用类似的方式，裹挟
着很多不设防的未成年人深陷其中。

2024年1月1日，《未成年人网络保
护条例》正式实施，相关部门重拳出击，持
续开展“清朗”“净网”“护苗”等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合法
权益的网络乱象，对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的网络乱象坚持并保持“零容忍”！

据央视新闻

藏在“举牌”背后的
色情暗流

“困”在手机里的
网瘾老人

“奶奶天天刷手机到凌晨，一验光发现近视2300度，机器都打不
出验光结果，怎么劝都不听。”日前，山东菏泽一位70岁老人因玩手机
导致近视2300度的消息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纷纷表示，家中的网瘾老
人同样引起了他们的担忧。

如今，有不少年轻人调侃“爸妈玩手机比我还狠”，甚至通过设置
“青少年模式”帮父母戒除网瘾。老年人因何“困”在手机里？如何帮
助他们健康“触网”？

举牌本是参与者手持一张照片或者写有祝福语的牌子，拍成图片
或视频与网友互动的一种网络行为。

近期，央视新闻陆续接到多名网友反映，在一些社交媒体平台，
“举牌”现象暗藏色情内容。记者调查发现，有一些人借助举牌的形
式，买卖色情图片和视频，形成了一个由举牌者、代理和买家组成的利
益链条。在这个链条中，甚至不少地方都有未成年人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