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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莎莎

“有图有真相？”未必。
伴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发展，

制造和传播网络谣言的手段也在不断演
进。AI换脸、深度合成技术被一些不法
分子用来炮制谣言、吸粉引流、非法牟
利，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2024年国庆节期间，大量使用AI技
术伪造的“雷军”配音视频广泛传播，内
容涉及对国庆堵车、调休、游戏等热门话
题的吐槽，甚至包含低俗谩骂等不当言
论。雷军在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表示，
此类AI换脸和拟声技术滥用已成为违法
侵权的重灾区。

类似事件并非个例。近期，一则“某
超一线男星澳门赌博输10亿元”的谣言

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后经公安网安部门
查明，这是网民徐某强使用软件“某书”
中AI智慧生成功能炮制的谣言。

这些谣言的共同特点是：利用公众
对明星、民生、健康等热点话题的关注，
通过AI生成看似有理有据的内容，混淆
视听、收割流量。

分析AI谣言泛滥的原因，一是AI造
谣成本低、识别难。在AI技术的加持下，
造谣者只需输入简单指令，就能快速生
成逼真的谣言内容。二是AI生成合成的
谣言借助了丰富的大模型语料库，往往
具有较高的迷惑性，使人难辨真伪。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我们面临
着更为严峻的谣言治理挑战，亟需采取
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

定》明确规定：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
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
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
标识。这表明，AI生成内容强制标识在
政策层面已经达成了共识，并被纳入治
理轨道。

用 AI 技术对抗 AI 谣言。利用自然
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算法，配合大数据，
进行网络分析和源头追溯，从文本来源
可信度、语义一致性等特征，快速辨别可
疑信息，加以标记或删除；紧跟技术发
展，构建人工智能辟谣新模式，建立舆情
监测系统，及时预警并采取措施，为网络
谣言传播加上一道有力的“防火墙”。

抵制AI谣言除了依靠技术手段，还
需政府、信息平台、公众共同努力，加强
监管和协作，如此，才能共同维护网络空

间秩序和安全。
政府、信息平台要在AI风险管理机

制、伦理标准认证等方面进行探索，帮助
AI设计者、开发者、评估者更好管理AI运
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

信息平台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完
善的审核机制，对AI生成内容进行严格
把关。提高对未标注AI提示信息的合成
内容、被篡改短视频的检测识别能力，做
到精准监测和干预；加强对平台用户的管
理，对违规发布AI谣言的用户及时处理。

对于网友而言，了解AI技术的基本
原理和应用范围，增强对虚假信息的警
惕性及鉴别力也至关重要。技术向善，
始于你我。让我们每一个人理性驾驭
AI，用法律守护底线，共同维护清朗网络
空间。

社会共治，粉碎AI谣言“黑箱”

□ 李秀明

近 日 ，深 圳 一 商 场 里 出 现 的 新 设
施——父婴室，引发网友热议。据报道，
一家购物中心在母婴室旁，另辟了一间，门
上醒目标注“超级奶爸区”，室内配备了冷
热水、加热湿巾、奶粉冲泡区和放置台等。

“父婴室”的创新设置，让很多网友大
呼贴心、人性化。在此之外，从这一小间
的设置，也可看到性别分工、育儿责任分
担等社会观念的改变。显然，“父婴室”是
应需而生的，这个新情况的出现，反映着
育儿责任分担更均衡的新变化。在形而
下，是给了奶爸们一个用武之地；在形而
上，则像是一个提醒：照顾婴儿，父亲不该
置身“室”外。“父婴室”虽小，却是社会观
念进步的标志牌，不仅是公共服务人性化
的提升，更体现着打破传统性别分工、推
动育儿责任分担，进而构建婚育友好社会
的愿景。对于男性而言，也应该看到其传
递出的提醒与鼓励：多带娃，成为一个更
好的丈夫和父亲。 据红星新闻

商场“父婴室”引热议
父亲本就不该置身“室”外

□ 陈江

一纸判决书近日引发热议。据报道，14
岁少女小雯（化名）花150元文身，经鉴定，清
洗需要8次激光治疗，总共需花费76万余
元。女孩母亲发现未成年女儿文身后，将商
家诉至法院索赔。最终，法院判决文身店主
担责60%，先支付一次清洗费9.6万元。

现实中，文身行业游走于监管灰色地
带，有的商家甚至无需身份核验，就推行

“无门槛服务”。而在社交平台，关于文身的
亚文化传播似乎没有屏障，无形中给青少年
传递出文身是一种时尚的价值观。当行业
自律和监管形同虚设，价值150元的文身针
就能轻易刺破社会防护网，这种失序状态
令人担忧。

破解文身治理困局，需要筑牢法律、
技术、教育的立体防线。推动文身行业纳
入特殊经营许可；建立文身行业人脸识别
验证系统；在短视频平台设置“文身内容未
成年人不可见”的数字屏障……只有形成

“不敢为、不能为、不想为”的约束机制，才能
让家庭监护、学校教育、社会监管形成强大
合力。 据《钱江晚报》

未成年人文身
不能成监管灰色地带

□ 李丽

近期，“国家喊我减肥了”在网络上
迅速传播。许多人认为，身体肥胖本是
关乎个人外貌和健康的私事儿，为何引
起国家层面的关注？

然而，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
状况报告（2020 年）》所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8年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
和肥胖率分别达到34.3%和16.4%，青少
年肥胖率逐年上升。研究预测，若无法
有效控制，到 2030 年我国成人、儿童超
重肥胖率将分别达到70.5%和31.8%。

儿童是家庭的希望，是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儿童时期是健康习惯养成的关
键期，而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方式，家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家长要提升自身健康素养，摒
弃错误的养育观念。例如，许多人期望

新生儿“白白胖胖”，但在医生看来，体重
超过4000克的新生儿属于巨大儿，存在
诸多健康风险，如易患低血糖、红细胞增
多症、高胆红素血症等。为了避免巨大
儿的出现，孕妈妈在适当进补的同时，也
要注意饮食控制和适量运动，防止胎儿
体重过快增长。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吃得
胖才能长得壮，但这种观念忽视了儿童
肥胖带来的危害。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
童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朱高慧表示，肥
胖会导致儿童出现血脂异常、糖代谢异
常、脂肪肝等一系列临床症状，甚至影响
其心理健康，导致情绪障碍，还会影响他
们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行为、认知
及智力产生不良影响。

其次，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至关重
要。家庭需要改变过度喂养的传统观
念，调整膳食结构，增加蔬菜、水果、豆类
及豆制品的摄入，减少高脂、高油、高糖

食物的摄入，多采用清蒸、炖、煮等健康
烹饪方式。增加体育运动。鼓励孩子多
到室外跳绳、打球、跑步，享受运动的乐
趣，确保中小学生每天的综合体育活动
时间不少于2小时。帮助孩子改掉不吃
早饭、晚上加餐、暴饮暴食等不良习惯，
让孩子做到专注用餐、细嚼慢咽。此外，
保证充足的睡眠必不可少。

研究表明，儿童期肥胖有 70%的概
率会延续到成年期。有专家指出，为了
解决国人超重肥胖问题，若能在防控方
面做到“关口前移”，将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预防儿童肥胖，除了家长要做好孩
子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学校和社会也应
承担起教育引导孩子健康生活的责任。
让我们以此次国家行动为契机，共同守
护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民族未来
筑牢健康基石。

管理体重要从娃娃抓起

警惕市场“雷区”，保护消费者权益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