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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抽样调查数据，不
同学历段未成年网民收看短
视频的情况也不一样。

其中，小学生网民收看
短视频的比例达到38.3%，初
中 和 高 中 生 网 民 分 别 为
52.7%和 52.4%，中职学生网
民达到70.3%。

此外，小学生网民在工
作日日均收看短视频超过 2
小时的比例为6.3%，初中、高
中生网民在工作日日均收看
短视频超过 2 小时的比例则
为10%和13.8%。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抽

样调查数据，有49.2%的未成
年网民表示经常被家长限制
上网时长。另有8.3%的未成
年网民称上网时长没有受到
家长限制。

在郑宁看来，未成年人
网络权益保护，需要结合未
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特点制
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政府不
但要依法构建起平台性互联
网企业的责任体系、压实平
台主体责任，还应当完善和
落实各项制度，让家长真正
承 担 起 第 一 责 任 人 的 角
色。 （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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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娃是这样吗你家娃是这样吗？？
“我们班的女生上网基本上都看短视

频。”北京市通州区某小学五年级学生小
高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一边接受记者采
访，一边摆弄着一支浅绿色的笔。

像小高这样的未成年人，去年总计有
1.75亿人使用互联网。

近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
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
《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
究报告》显示，2019年，未成年人在互联网
上经常收看短视频的比例达到46.2%。

小高第一次看短视频是在四年级上学
期。

一天晚上，她在手机上下载某视频软
件，看了一段关于宠物的短视频，“看完也没
什么感觉”。

得知女儿在手机上看短视频后，小高的
妈妈王女士有些意外，但并没有表示反对。

“妈妈有时跟我一起看那种好玩儿的短
视频。”小高说。

她还曾经追过短视频，主题是一位女
士与一只金毛犬的故事，“因为这个视频写
着‘未完待续’，我就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
么”。

今年年初，王女士觉得女儿看短视频
“有点勤”，劝说她卸载短视频软件。

在小高看来，她看短视频持续时间最长
的一次“也就30分钟”。但在家长看来，看短
视频过于频繁，总时长加在一起并不短，何况
短视频的内容质量参差不齐，有些非常庸俗，
会对孩子造成不好的影响。

对于卸载短视频软件，小高虽然不太高
兴，但她也知道“有的短视频不好”。

据小高介绍，班里的女同学基本上都看
短视频，看完之后“还模仿短视频里面的人
的手势、动作、说话”。

王女士证实，她周围的孩子看短视频现
象“挺普遍”，还容易上瘾。其中一个孩子天
天看短视频，家长无奈之下把他送进一所管
理严格的寄宿制学校。

“成年人都控制不住自己，更甭提孩
子。”王女士对记者说。

家长的担心不无道理。
近日，基于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小学、初中、高中及中等职业学校
34661名学生抽样调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
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联合发
布《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
研究报告》。

调查显示，手机是未成年人使用最多的
上网工具。未成年网民中，有74%拥有属于
自己的上网设备，其中有上网手机的为
63.6%。“2019年未成年网民在互联网上经
常收看短视频的比例达到46.2%，较2018
年提升5.7个百分点，仅次于听音乐和玩网
络游戏，成为使用最普遍的网络娱乐之一。”

对此，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
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称，未成年人群体正
处在角色知识技能学习、内化社会行为
规范和价值观念逐渐成熟的关键阶段，
如果长期收看短视频，不仅可能荒废学
业，还可能影响未成年
人的身心健康。

“极易造成未成年人
网络成瘾，阻碍未成年人
人际关系建构，其中的暴
力和色情信息更可能成
为诱发犯罪的重要因
素。”郑宁说。

短视频对触网的未成年人的
影响，已经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

2019年 1月，中国网络视听
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网络短视频平
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
审核标准细则》，明确要求：“网络
短视频平台应当建立未成年人保
护机制，采用技术手段对未成年人
在线时间予以限制，设立未成年人
家长监护系统，有效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短视频。”

根据公开资料梳理，这是我国
首次在网络短视频行业明确规定
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2019年 3月，国家网信办指
导主要短视频平台试点上线青少
年防沉迷系统。截至当年10月，
国内共有53家短视频平台上线

“青少年模式”。
在“青少年模式”下，每日22

点至次日6点，短视频页面会进行
锁屏，未成年人无法使用该产品，
而且在“青少年模式”中无法进行

充值、打赏、购买等操作。
在郑宁看来，这些措施的实

施，有利于加大对短视频平台内容
建设的监督和管理力度，使未成年
人触网有了更多安全保障。

但郑宁认为，未成年人长时
间观看短视频的原因更值得关
注。未成年人在满足了基本的生
活需求以后，会在心理层面有强
烈的需求，短视频的内容新奇多
样，满足了未成年人追求时尚、标
新立异的基本心理需求。

《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
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也认为，
短视频题材内容丰富，且能够依
据人工智能算法针对用户兴趣
偏好定制推送内容，使得很多未
成年人可能因受吸引而沉迷。
同时，短视频网站是内容发布和
运营平台而非创作方，平台的内
容均为用户主动上传，这个过程
中很难避免未成年人收看到低
俗或不健康内容。

依法构建责任体系
赋予家长监管责任

种植牙是助力长寿的新“奥秘”

康贝佳口腔长期致力于种植牙
事业，深耕锡城多年，积累了宝贵的
临床经验，逐步赢得了牙病患者、特
别是中老年缺牙患者的青睐。最近
康贝佳口腔解永富主任亲自接诊了
一位66岁的缺牙患者吴先生。解主
任通过一系列检查确诊，为吴先生
量身定制了精准、微创、无痛的种植
牙方案，最后为吴先生解决了缺齿
之囧。

据解主任介绍：吴先生来就诊
时体型消瘦，据其本人自诉，由于长
期缺牙，丧失了正常的咀嚼功能，只
能吃一些稀粥之类的食物，导致营
养欠佳。解主任说：实际上人的齿
龄是会影响寿龄的。牙齿是健康的
一面镜子，若长期缺牙，中老年人更
容易出现牙龈萎缩导致面容塌陷，
看上去比正常拥有一口健康好牙的
人要苍老一些，而且患胃肠疾患、冠
心病、脑中风、老年痴呆症的概率也
会随之大大提升。如今，随着医疗
科技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种植
牙逐渐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种植牙
助力人们长寿这个新“奥秘”被越来

越多的人所接受。
解主任又说：种植牙也有讲

究。每个人的年龄、体质、颌骨大
小、缺牙位置、缺牙颗数都不一样，
千篇一律的种植牙方案是不可取
的。只有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为其
量身定制种植牙方案，并且时刻了
解追踪他们的康复状况，种植牙才
会更持久耐用，进而达到助力长寿
的目的。

（小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