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论坛发言嘉宾，胡歌表示自己有责

任提几点建议，尤其是对那些通过互联网追
星的未成年粉丝们。

■ 要对追星有理性的认识 “追星”到
底追什么？明星扮演的角色或者角色背后原

型人物的正能量，才是粉丝追星应该获得

的，而这也是他“作为演员工作的意义”。

■ 要善用互联网 对于互联网这张大
网来说，粉丝都是“应声入网”的人，这个声

音应该是知识的海洋中大浪拍打海岸的声
音，而互联网就是无限的知识海洋，它是让

年轻人了解世界、探索真理最便捷的途径，

“所以大家要善用互联网”。

■ 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现实生活中
的公民，在互联网上同样是公民，“虽然未成

年，虽然目前没有实名制，但我们依然要对
自己的言行负责，这是未成年人到成熟的过

程和标志。”
胡歌认为，作为网络内容制造者，同样

有责任为青少年提供好的内容，让他们获得

更多有养分的内容。“要把孩子们当做自己
的孩子看待，或者当做弟弟妹妹看待。”

胡歌眼中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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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在互联网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人，他们被称作“互联网原住民”，他们也是
“世界的未来”。他们对网络信息的嗅觉比任

何群体都要灵敏，同时也意味着更容易沉溺
于网络。

未成年人的世界观正在形成，辨别能力
和自我保护能力有限，很容易成为网络有害

信息的侵袭对象。如何营造风清气朗、有利于

未成年人成长成才的互联网环境？第六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昨天首次设立“网上未成年人
保护与生态治理论坛”，共同探寻具有现实意

义的解决方案。

以父之名
企业呵护网络生态

今年是世界互联网诞生 50周年，也是中
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 25周年。25年来，中国

的互联网企业发展势头迅猛，不少企业的负
责人也和企业一同成长，迈入“为人父母”的

门槛。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成长，让他们对于
未成年人保护的话题有了不一样的领悟。

互联网企业在绿色网络空间打造上，应

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流量和底线面前，到底
该做怎样的抉择？

“今年 5月份，我儿子给我写了一封信。
他说，听妈妈说，知乎是在我出生那年正式上

线的，所以它也像爸爸的另一个孩子。”孩子
信里的一句话，让知乎创始人、CEO周源更加

坚定呵护网络生态的决心，就如同呵护自己
成长中的孩子，“25岁的互联网行业已经从青

春期进入成年期，只做对的事情，已经远远不
够。当流量之争变成质量之争，优质内容和优

良的生态是一家企业是否能走得更远的核心
和关键。”

余建军是另一个在大会上吐露“一个父
亲心声”的企业家。身为喜马拉雅联合创始人

兼联席 CEO，他认真地研究分析了女儿的上
网行为和需求，以了解如何更好地服务 1.2亿

名未成年用户。喜马拉雅在技术手段和内容

分级管理上都做了尝试，除了启用未成年保
护模式，也致力于向未成年人传播更多优质、

正向的内容。
相对于两位父亲的感性，盘石集团创始

人、董事长兼 CEO田宁的建议十分直接。对
于网络上有不良影响的内容，他直言互联网

企业应该继续加大自查力度，主动去除。同
时，他建议真正实现青少年上网实名制。“技

术上很容易，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的好处，
便于企业更加精准地、限时限段提供相应内

容。“第三个建议，应该做出好内容。未成年人

看不到好东西、看不到喜欢的，自然会去推荐
的地方找。所以我建议领军企业、互联网企

业、文艺巨头，去做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动漫视
频游戏。”简单明了的三点建议赢得在场嘉宾

的热烈掌声。

他山之石
培养学生网络素养

新加坡，被评为全球“最适合儿童成长的
国家”，教育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也不例外。
“在新加坡，教育和安全相关的法律系统

比较健全，其中包括对犯罪的惩罚。”为了让
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南洋理工大学教授蔡

奕渔搬出了“鞭刑”，基于严厉惩罚的自律，让

孩子有意识地去规避一些行为，在面对网络
风险时可以更主动、更自主地作出选择。

有选择的能力非常关键。蔡奕渔介绍，在
新加波小学 6年的教学环节里，会专门设计

14节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教会孩子尊重和

负责。学校会为学生“赋能”，教他们如何去判

断、识别网络不良信息，告诉他们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在这个阶段，班主任要对学生的

网络行为负责；中学的课程则有专门的 8节
课设置，提出“网络公民”的概念，不仅告诉学

生该有的行为准则，而且非常注重培养学生
的性格，让他们可以更好地适应时代。

这就是贯穿于新加坡教育体系的学生

“网络素养”提升，而这一实践和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秘书长朱锡生的设想不谋而合：

“要将网络素养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以专
项经费的形式支持中小学校开展网络素养

教育，开发关于网络素养教育的教材体系，
引导学生在活动中认识网络、学习网络、掌

握网络。”
可喜的是，这样的设想在国内已有践行。

广东省网信办主任黄斌透露，对于未成年人
网络素养提升和上网行为规范，广东做了一

些探索，推动相关课程课堂，从小规范和引导

孩子形成良好的上网习惯；举办儿童互联网

大会，让孩子从小就有做网络主人的意识。
同时，黄斌特别强调了在网络素养提升

上家长和社会的责任，“家长和整个社会的网
络素养都要抓”，以身作则。

有法可依
加快网络保护立法

谈保护、谈治理，有法可依才是硬道理。
中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已初成体系，并

在不断加速完善过程中。
为什么不断加速？中国传媒大学政法学

院副院长王四新认为，这是对现实需求的回
应。“小孩从懂事的时候开始，就会接触各种

各样的终端，这两年来，未成年人不当使用互

联网、过度沉迷互联网、养成不良上网习惯等
社会问题加剧。”在他看来，互联网对中国社

会的改变是最彻底的，在获得巨大互联网红
利的同时，也需要从各个方面补上短板。

据介绍，《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正在紧锣密鼓修订中，本月末将
提交审议，其中网络保护的内容在这两部法

律修订中得到了专门专章的体现。此外，《网
络安全法》第 13条也针对未成年人保护作出

相应规定；在行政规章和部门规章层面，《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已具备出台条件。

王四新说，随着 5G时代到来，互联网内

容的生态、生产方式将面临再造升级，“这个
时候加快立法，也是为下一步内容生产方式

变革准备更好的方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林维看

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方案是构建网络
空间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环，也是国际社会

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随着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制定加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立法体系将为其他国家完善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制度提供良好示范。”

（本报乌镇今日电）

拿什么保护“世界的未来”？
世界互联网大会首次聚焦“网上未成年人保护与生态治理”

特派记者

毛丽君

今年 3月，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发
布的《2018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
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网民数量
达 1.69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高达
93.7％。报告指出，30.3%的未成年人曾在
上网过程中接触到暴力、赌博、吸毒、色情等
违法不良信息；15.6%的未成年人曾遭遇网
络暴力，常见情况有网上讽刺或谩骂、自己
或亲友在网上被恶意骚扰、个人信息在网上
被公开等。

■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召开 特派记者 王凯 摄

■ “网上未成年人保护与生态治理论坛”上，发言嘉宾胡歌提出建议 特派记者 毛丽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