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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险
可出各种车辆保险，代理人保、太平洋、中

华、国任、华泰等多家车辆保险业务，价格优惠，
兼办验车服务。电话（微信）：13832738807

母亲生病卧床，爷爷下地务
农，一位年仅 3岁的小女孩想要
分担家庭压力，踩着椅子站在比
她还高的灶台前费力地用双手
举起菜刀，青椒、白菜、鸡肉……
生火起灶，各种食材在观众提心
吊胆地注视中被小女孩处理着，
最后成菜上桌。

看到这儿，如果你惊叹于小
女孩的早熟或是被她的孝心感
动，那你可能也“上了孩子的
当”。

这是记者近日在某直播平
台上看到的一段视频。在视频最
后，母亲似乎从没有生病，还和
爷爷一起推广商品；视频底下有
多位网友评论视频剪辑造假，是
通过消费孩子来带货，还有人说
菜刀、灶火、热油也可能给孩子
带来伤害。

萌娃类账号如今已是各大
视频、直播平台上的宠儿，拥有
百万、上千万粉丝的博主不计其
数，儿童博主往往比成年人更具
有吸金能力。像这位母亲和爷爷
一样，把未成年人作为自己挣钱
工具的，就是近年来兴起的“啃
小族”。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的 专 家 认
为，家长一味追求利益成为“啃
小族”，不利于儿童的身心健康
发展，可能给他们带来无法逆
转的伤害。因此应当及时杜绝
和抵制“啃小族”，切实保护好
孩子的童年不被金钱、流量腐
蚀。

萌娃博主吸粉无数
家长乐当“啃小族”

《福布斯》公布的 2020 年
收入最高的“优兔”网红收入
榜 ，9 岁 男 孩 瑞 恩 以 年 收 入
2950 万美元的成绩第三次登
上榜首。人们对机灵可爱的孩
子难有抵抗力，萌娃类账号在
如今的各视频网站已成为一
个大种类。

在流量意味着收益的背景
下，各类小网红的吸粉能力不
容小觑，拥有百万级、千万级
粉丝量的儿童博主不断涌出，
并且收入可观。而小网红高流
量的代价是一定程度的隐私
泄露，与此同时，一些家长成
为“啃小族”的现象也引发舆
论热议。

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
告 2020》，截至 2020 年 6 月，中
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5.62
亿；抖音发布的 2020 数据报告
显示，截至 2020 年 8 月，抖音
日活跃用户已突破 6 亿人次。
直播和短视频已成为当下最
火 热 、最 流 行 的 两 种 传 播 方
式。

作为与“啃老族”相对应的
一个词语，“啃小族”指的就是
这类在平台依靠分享孩子视
频吸引粉丝，进而通过带货商
业合作、粉丝“刷礼物”等方式
实现流量变现、获利的人群。
据了解，这类家长一般是全职
主播或视频博主，拍摄的视频
也呈现流水线制作，大多有脚
本、场景设置，甚至通过包装、
剪 辑 等 手 段 给 孩 子 打 造“ 人
设”。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 储 朝 晖 告 诉 记 者 ，在 短 视
频、直播平台刚兴起时，家长
让孩子通过拍视频、做直播等
方式表现自己，让孩子充分展
示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自己
孩子的优点，这本无可厚非，
但后来就产生了一些变化。

储朝晖说，当家长看到自
己的孩子通过做各种视频或
表演能够带来巨大流量后，内
心可能就会产生让孩子更出
名、获利更多的功利心。这种
功利目标的表演对孩子产生
的往往是一种负向的激励。

在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
学院教授程平源看来，有些家
长之所以成为“啃小族”，很大
程度上是受到利益驱使。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
师程方平认为，这种现象的产
生和社会中浓厚的商业文化
不无关系。“大家都想通过成
为网红来增加收入，这对社会
良好风气的养成和对儿童的
保护都会产生一定的破坏效

果。”

影响儿童身心健康
泄露隐私存在隐患

去年年中，“吃播”平台上，
一个3岁小女孩的视频火了。

汉堡、炸鸡、烤串等高热量
食物，不断由父母送到小女孩佩
琪的嘴边，3岁的佩琪体重已达
70斤，脸像充了气的气球，走起
路来摇摇晃晃，家长还强调“马
上突破 100斤”。该事件引发舆
论关注，网友纷纷指责家长牺牲
孩子健康赚钱，目前平台已对相
关账号和视频作出封禁处理。

程方平说：“让儿童成为网
红，难免会迎合一些低端品味和
需求，对儿童的成长极为不利，
对儿童的身体、道德品质和社会
责任的养成都有影响。比如为了
赚钱，把 3岁孩子喂到 70斤，这
种严重侵害儿童身体健康的行
为就可能侵犯了儿童的健康权；
因为直播、拍视频影响儿童正常
学习，可能侵犯了儿童的受教育
权。”

事实上，类似的事件早已屡
见不鲜。

四川一位小男孩在没有任何
保护措施的情况下站在12.5米高
的铁丝护栏上直播走钢丝，关于
他“能喝两瓶啤酒，爸爸爷爷都支
持”的视频也在网络上热传，其父
亲却认为“更多人关注孩子，没什
么不好”。还有一位孩子，在已经

发烧需要休息的情况下，被父母
要求直播吃蛋糕、喝饮料。

在程平源看来，“啃小”不仅
不利于孩子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同时也违背了我国签署的《儿童
权利公约》的内容。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组织未成
年人进行危害其身心健康的表
演等活动，违反的可能会由公安
机关给予行政处罚；根据新施行
的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监护人实
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
的行为、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
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的，人民法
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
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程平源
介绍说。

程方平认为，对家长而言，他
们可能会因“啃小”很快赚了钱，
但孩子的社会化是一个循序渐进
的过程，需要慢慢适应。一下暴露
在媒体和公众面前，不仅不利于
儿童正常成长，还有可能暴露个
人隐私，带来人身安全隐患。

多措并举加强引导
低龄直播把握好度

2020 年 7 月 13 日，国家网
信办发布通知称，严格排查后台
实名认证制度，严禁未成年人担
任主播上线直播。

2020年 11月 13日，国家网
信办发布《互联网直播营销信息
内容服务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

稿)》，提出“直播营销人员或者
直播间运营者为自然人的，应当
年满十六周岁”。

记者发现，经过严厉整顿后，
大多数短视频直播平台在用户进
入直播界面后都会在醒目位置出
现类似“平台禁止未成年人直播
或打赏、严禁主播诱导未成年人
消费，如直播间出现违法违规等
行为请及时举报”的提醒；在一些
大平台进行相关搜索后，未成年
人主播账号已经销声匿迹，之前
上传的许多违规视频也已做下架
处理。但值得注意的是，依旧有成
年人为了“啃小”而钻法律漏洞，
以成人亲友的身份注册管理账户
或者带着孩子直播出镜、做视频，
组织小网红客串主播赚取流量。

程平源认为，对于这种过度
消费小网红的“啃小”行为和一
些比较新的社会事件，想要约束
其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需要有
法律法规和社会舆论的支持，我
国的法律实际上已经比较完善，
但关键在于执行，必须要有针对
性地进行治理干预。

2021 年 1 月 20 日，家庭教
育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实施家庭
教育过程中，不得胁迫、引诱、教
唆、纵容、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违
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活动。

程方平建议，家长不应把孩
子过早推到镜头前，应切实负起
监护责任，允许展示法律规定范
围内的视频内容；网络平台应负
起监护责任，严格落实主播准入
条件和年龄限制，从严把关直播
和视频内容；学校和社会也应及
时向有关部门发出预警信息提
醒，纠正“啃小”现象；相关监督
部门也应加强监督。

不过，从现实来看，未成年
人当主播，产生的不一定都是负
面效应。

2020年 12月 21日，杭州市
滨江区长河幼儿园以“推陈出新
迎冬至 萌童添岁贺吉祥”为主
题开展冬至直播带货活动，在孩
子的参与下为滨江区残障人士
筹得义卖善款4000多元。

也有博主告诉记者，用视频
记录孩子的成长，不仅是一段段
珍贵的回忆，还能在孩子长大后
将这个账号作为礼物送给他。

在储朝晖看来，立法禁止让
未成年人做主播不能“一刀切”，
最重要的是引导。应留有一定空
间作为才能展示平台，在此基础
上作出规范和限制，防止未成年
主播过度商业化，严格限制不适
合未成年人的内容流通进直播领
域，同时对未成年人成长发展可
能造成伤害的一些商业行为也要
加以限制，把握好度，为未成年人
创设良好的网络环境。

据《法治日报》

儿童博主吸金能力超过成年人，一些家长追名逐利成为“啃小族”

“啃小”背后的隐患

大人们利用孩子吸引流量大人们利用孩子吸引流量

身边好人，道德榜样。近
日，经各县（市、区）和市直有
关单位推荐、评委会综合审
议，沧州市文明办发布 2020年
月评“沧州好人”12月榜单。

一、助人为乐
1.赵彩霞 海兴县高湾镇

洼冯村居民
2.刘瑞胜 沧县旧州镇后

曹村村民
3.存钱罐公益助学群
二、敬业奉献
4.张运颖 泊头市齐桥镇

入籍屯小学教师

5.沧州市抗击新冠肺炎
院感防控专家组（姚秀霞、刘
杰、杨洪波、张家玉、李春艳、
王金娥、冯会英、刘凤迎、徐
红）

6.田树生 黄骅市旧城镇
东田村村委委员

7.李德升 泊头市四营乡
四营村支部书记、村主任

三、孝老爱亲
8.张甫 献县小平王乡西

王庄村村民
9.田秀才 肃宁县肃宁镇

西泽城村村民

四、诚实守信
10.白洪胜 新华区东环新

开路社区居民，福彩彩票投注
站站主

2020年月评“沧州好人”12月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