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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清朗、重监督、长规范
建立青少年文化建设长效机制

面对亚文化圈的乱象，近年，国家相
关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整治举措——

2020年8月19日，教育部、国家新
闻出版署、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
启动开展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
动，明确要加大对“饭圈”“黑界”和“祖
安”文化等涉及未成年人不良网络社交
行为和现象的治理力度。

2021年6月15日，中央网信办开展
“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建立
《娱乐信息管理原则》规范，明确七条“禁
止性”条款。截至8月2日，专项行动累
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15万余条，处置违
规账号4000余个，关闭问题群组1300
余个。

这些举措对于治理“饭圈”“祖安文
化”等不良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
也有一些不良现象转而隐藏得更深。记
者近日在一些社交平台以“黑界”“扣字”
等关键词检索发现，仍然有极少数个人
或群组在发布“招友”信息。可见，有效
整治亚文化圈子乱象、建立健康的青少
年文化建设长效机制迫在眉睫。

江凌建议，借助立体化的网络媒体
平台，采取多元化手段，通过丰富多彩的
形式，为当代青少年塑造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思政工作者要主动融
入青少年群体的网络娱乐游戏、网络社
交等社区中，主动学习新知识、新的话语
体系，驾驭新媒体技术，不断增强自己的
思政教育话语权和影响力，达到青少年
网络思政教育的良好效果。”

同时，作为网络空间的主要治理主
体，新媒体平台需要改进和完善监管技
术，抵制错误社会思潮、语言暴力等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观念和表
达，助力青少年群体健康的网络文化建
设。江凌指出：“政府相关部门要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要严格监管网络
游戏和娱乐社区，强化青少年网络娱乐
游戏产品的监管力度；另一方面，则要
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技术等手段，强
化各网络媒体平台的产品与服务内容监
督与治理。”

有必要构建政府相关部门、新媒体
平台企业、青少年社会组织、学校、家庭、
青少年个体和社会各界协同共建机制。
江凌建议：“各主体共同参与、协商共建
共治，形成严密的网络平台空间建设和
治理体系，才能牢牢把控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共同营造风清气正
的网络空间。”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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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脏话、易成瘾、烧钱多
一些亚文化圈子乱象层出不穷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亚文化
圈子里的乱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一
部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粉丝只有购买一定数量的专辑，
才能获得到活动现场明星周边的机
会。”回忆起第一次参加某明星线下应
援活动的经历，粉丝购买的专辑数量让
自称“散粉”的浙江大学大三学生王茜
茜感到惊讶，“最少的也买了7张，许多
粉丝一次就会买上百张乃至上千张同
份专辑。”按照每张专辑3元的价格计
算，一个粉丝在一张专辑上花费的金额
就超过千元。

专辑、杂志、代言品牌的销量，都被
粉丝视作明星实绩的重要表现。为了拥
有好看的实绩，“烧钱”的火焰在饭圈里
燃烧，甚至蔓延至游戏圈、绘圈等亚文化
圈子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不会在游戏里‘氪金’(花钱)。”中
部地区某中学初二学生方元(化名)从小
学二年级接触游戏开始，就沉迷于游戏
带来的“放松感和满足感”。妈妈章珍十
分忧心：“他一点学习的心思都没有了，
每天上网至少两个小时，如果我不加管
束，七八个小时都有可能。”

不仅是在课后，沉迷游戏的情景还
会出现在课堂上。方元告诉记者，“有些
同学会带手机到学校，晚上躲在寝室里
打游戏，白天上课的时候睡觉。”孩子游
戏成瘾又处在叛逆期，家长“想管但管不
了”，学校明令禁止带手机却难以控制，
沉迷游戏、厌学旷课的现象在青少年中
时有发生。

此外，一些圈子里的语言暴力现象
也屡见不鲜。作为一名资深游戏玩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大三学生陈自强(化
名)对游戏圈里的“玩家粉丝对喷”“群体
性骂战”习以为常。有的因为游戏进程
不顺利对喷，还有各种“捧神”与“摔神”，
玩家厉害时极尽夸词，反之则谩骂拉
踩。他认为：“‘喷子多、高玩少’是游戏
圈真实写照。”

“饭圈”女孩张一(化名)和陈自强有
相似的感受。某音乐排行榜的打榜活
动让她身心俱疲。“这个活动时间久、战
线长，很多粉丝互相攻击对方‘买水军’

‘买数据’，各家的‘大名广场’更是乌烟
瘴气，有许多谩骂、拉踩、嘲讽甚至人身
攻击。”

“青年亚文化流行与网络
媒体技术的日益进步密不可
分。”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
理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江凌分
析，我国青年一代的成长与互
联网技术的发展同步，网络媒
体平台作为一个集学习、工作、
社交、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空间，
渗透在青少年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与此同时，80后、90后、
00后青少年大多是独生子女，
现实生活中缺乏同龄人陪伴，
使得他们更愿意在网络空间中
进行虚拟社交和各种娱乐消
费，寻求精神慰藉和快感，获取
群体归属感。

“青年亚文化是把‘双刃
剑’，在带来积极价值的同时，
也可能潜藏着巨大的风险。”苏
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马中
红指出，“青年亚文化的文化范
式和文化实践不可能完全被纳
入主流伦理道德框架去理解，
它常常会偏离或逾越。不少青
年亚文化具有叛逆性、反抗性
和颠覆性的特征。部分青少年
容易形成一种与社会主流相悖
离的观念，对整个网络文化环
境造成负面影响。”

“青少年容易片面接受某类
信息，从而不断固化某种价值观
和情感倾向。”江凌担心，部分青
少年囿于某些圈子里，在信息过
滤下，言论会走向片面化、标签
化、情绪化甚至极端化。

多位专家在采访中指出，
诸多青年亚文化乱象是多种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方面，当下的网络信息
资源丰富，信息内容呈现形态
多样化。“西方文化中的二元
对立思维、解构权威和精英的
后现代思潮、质疑批判精神等
在网络空间中膨胀甚至异
化”。同时也有信息过载、碎
片化、片面化等弊端。“在这种
环境中，青少年接受的知识往
往是‘广度有余而深度不够’，
导致他们缺乏理性、深入的思

考，容易产生一些非理性的行
为。”江凌指出。

另一方面，青少年群体心
智尚未完全成熟、“三观”尚未
定型，知识储备有限、道德伦理
修养有待提高也是重要原因。
马中红认为，青少年对新事物
更为敏感，对新媒介、新技术有
更多的好奇心，但其心智尚未
成熟，在价值判断、信息判断、
自我行为确定等方面的能力较
弱，容易发生负面事件。家长
章珍认为，同伴之间的相互影
响也不容忽视，“如果身边的同
学说脏话、沉迷网络游戏，那么
孩子也容易受到一定的影响。”

此外，网络平台空间的监
管与治理相对滞后，亟须精细
化、常态化的监管治理举措与
及时有效的舆论引导。作为一
个活跃在动画、漫画、游戏爱好
者平台的“透明小绘师”，东部
某高校的大二学生丹丹(化名)
告诉记者，圈子中每月金额上
万元的交易，既无需凭证也无
需合同，绘师所得也不用缴纳
个人所得税。“绘圈的交易就缺
乏有效的监管和治理，有种处
在灰色地带的感觉。在这里，
法律好像‘隐身’了。”

2021年8月27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 下列用户

将按计划停气：檀溪湾（保供）、

半山壹号（保供），停气时间为

2021 年 8 月 27 日 09:00 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 17:00，停气时长为

8.0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5日

2021年8月26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 下列用户

将按计划停气：锡通苑、东前村、高

达广场，停气时间为 2021 年 8月

26 日 08:30 至 2021 年 8 月 26 日

17:00，停气时长为8.5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1年8月25日

片面化、标签化、情绪化
网络平台空间的监管与治理亟待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