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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思杨

曾经，网瘾青年的健康问题让许多
父母揪心难受，而今“网瘾老年”的出现
及其带来的健康隐患也让子女忧心忡
忡。据光明网报道，一名62岁的老年人
因为经常在睡前摸黑刷手机，患上了急
性闭角型青光眼，险些失明。据《泉州
晚报》报道，山东菏泽一位 70 多岁的老
人，有长时间刷手机的不良习惯，前不
久因视物模糊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
其右眼近视 2300 度，左眼近视 1000 余
度。医生表示，虽然这位老人的近视并
不完全是刷手机所致，但这种不良习惯
确实会影响晶体调节功能，从而导致视
力受损。

有些子女认为，老年人玩手机、玩电
脑既不像年轻人那样会耽误学习工作，还

能让其心情愉悦，于是对老年人的网络成
瘾采取放纵的态度，甚至把智能手机当作
医治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灵丹妙药。
殊不知，网瘾同样会对老年人身心健康造
成严重伤害。身体健康方面，老年人多患
有颈椎、腰椎等疾病，长时间低头玩手机
往往会减少运动时间，这样会进一步加重
其身体负担。心理健康方面，部分老年人
退休后，接触到的人减少，容易陷入空虚
和孤独，而智能手机的出现无疑让老年人
找到了一个舒缓孤独情绪的“世外桃
源”。但是长期沉迷在虚拟世界中，缺少
与家人、朋友的交流，往往会影响老人在
真实社会中的社交，亦有可能引发焦虑、
抑郁等心理问题。

老年人网络成瘾反映出以下社会问
题：一方面，年轻人忙于工作和照料孩
子，很难有更多时间陪伴老人，使老人陷

入孤独状态；另一方面，数字化、智能化
使得信息技术与老年人的生活普遍接
轨，绚丽多彩的数字世界令许多饱受孤
独的老年人不能自拔；此外，老年活动
场所等老年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和
不充分，也使得一些老年人受困于高
楼，沉迷于网络。

防范老年人“数字沉迷”，需要子女、
老人和社会三方共同努力。对于子女而
言，虽然工作繁忙，需要时间休息，但也
可将陪伴父母视作一种“休息”，因为和
父母聊聊家常同样可以放松身心；对于
老人而言，既要顺应时代潮流，善于利用
数字设备改善生活，但也要学会自律，认
识到网络成瘾的危害性；对于社会而言，
要加快老年基础设施建设，多组织老年
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丰富老年人的娱乐
生活，从而使老年人远离“数字沉迷”。

警惕“网瘾老年”的健康危机

□ 侯莎莎

“有了AI为何还要读书？”近日，一名
95 后数学老师上台演讲回答了这一问
题。她的观点——“使唐僧成为唐僧的不
是经书，而是取经之路”引发网友共鸣。

当今时代，人工智能迅猛发展，深刻
改变着人们的学习方式。学校教育作为
培养人才的重要阵地，也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 AI 浪潮中找
准方向，使教育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
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和家长都在思考
的问题。笔者认为，关键是要明确：AI
只是助手，拥有自己的认知和判断才是
核心。

就像这位老师说的：“那张你误以为
可以得到所有知识的芯片，可以为你提
供有可能你并不必要的知识，但它一定
会拿走你必要的认知。”还有专家也表达
了类似观点：AI浪潮下，知识学习才是批
判性思维和创新的基础，对学生而言，保
持独立的写作、思考能力至关重要。

其一，知识学习是教育的基础。知
识是工具，人的发展是目的。AI虽然能
够提供海量信息，但它无法替代人类对
知识的深度思考和内化。如，当学生阅
读《哈姆雷特》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独特的哈姆雷特形象，这是通过自己的
思考得来的，而不是AI直接给出的答案。

其二，AI 在教育中的角色应是辅助

性的。人工智能能够为学校教育提供丰
富的资源和便捷的工具，帮助教师更好
地开展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更高效地获
取知识。然而，AI并不能取代教师的引
导和学生的自主学习。教师的智慧和经
验是无法被机器复制的；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也需要通过自身努力去探索和发
现，形成自己的判断和观点。AI可以作
为一个强大的助手为师生提供支持，但
不能成为学习的主导。

其三，AI时代，学校教育需注重培养
学生的信息素养和判断能力。“机器幻
觉”是指AI系统在处理信息时产生的错
误感知或虚假结果。很多人在利用AI查
阅资料时发现，AI会随意编写不存在的

文献内容，还可以让文献生成文献，形成
证据闭环。借助AI，也要怀疑AI，才是我
们对待人工智能的正确态度。处于学习
成长阶段的学生，在面对海量信息时，需
要具备辨别信息真伪、筛选有价值信息
的能力。学校应当开设相关课程，帮助
学生掌握检索、分析和处理信息的技能，
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

AI 时代，知识学习的意义并非被削
弱，而是变得更加重要。我们需要学会
将其视为工具，而不是一味放大焦虑。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学校教育更应当
坚守知识学习这个基础，明确AI的辅助
性角色，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独
立思考能力的人才。

AI时代，知识学习仍是基石

近日，湖南省等多地总工会发布劳动
法律监督提示函，提醒用人单位“除个人基
本信息外，不得进一步询问或者调查女性
求职者的婚育情况”。

很多女性明明工作能力不比男性差，却
可能因婚育状况在求职时被拒之门外。为
了促进女性公平就业，从国家到地方出台了
多项具体规定，但一些企业仍在暗搞歧视。

企业不能为了局部小利益，置社会大
利益于不顾。女性生育，不仅是给小家庭
作贡献，更是为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作
贡献；生育成本不仅需要家庭负担，更需要
社会成员共同承担。企业不搞性别歧视，
既遵守了国家法规，也展现出企业格局。

不得询问或者调查女性求职者的婚育
情况，不只是不在面试中口头询问，职位展
示中的附加条件、线上信息的收集、笔试中
的话里有话等都不应该被允许。各地工会
发函之后，监督要跟上，惩处要有力，这样
女性就业才会更加公平。 据《北京晚报》

禁问女性婚育
应成招聘“口径”

近日，网友在二手平台上发现，一张始
祖鸟的吊牌竟然被炒到最高300元。此外，
有众多奢侈品吊牌在热销。很多网友的第
一反应是，高价回收真吊牌，可能是为了制
作假货。

一位户外用品经销商表示，一些不良
卖家收购二手户外服装进行翻新和清洁，配
上收集来的正品吊牌，再转手售卖，消费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容易上当受骗。也有
律师称，奢侈品品牌的周边往往会形成产业
链，在网上销售吊牌，可能存在法律风险。

当买卖吊牌及二手配件成为造假售假
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那么，相关交易就
不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而是违法行为的引
线。沿着这一线索，顺藤摸瓜，斩断造假售
假黑色利益链条，是相关部门该有的责任与
担当。相关品牌方也不能放之任之，要想办
法避免吊牌、配件等被用于造假售假。

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来临之际，
聚焦高价吊牌后面的违法犯罪行为，推出一
系列防假、打假组合拳，很有现实必要，既能
震慑不法之徒，也是在提醒消费者：选择正
规途径购买商品，免受假货侵害。

据《钱江晚报》

吊牌爆炒
警惕假货泛滥AI是“帮手”不是“枪手” 辛政 作

□ 王彬

□ 张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