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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网信办发布消息，决定启动“清朗·暑
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
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行动聚焦解决七类网上
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

一是直播、短视频平台涉未成年人问题。严禁
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直播，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
童”行为，禁止诱导未成年人打赏行为，防止炫富拜
金、奢靡享乐、卖惨“审丑”等现象对未成年人形成不
良导向。

二是未成年人在线教育平台问题。全面清理在
线课程中色情低俗、血腥暴力及其他导向不良内容，
严禁推送网络游戏、低俗小说、娱乐直播等与学习无
关的广告信息。

三是儿童不良动漫动画作品问题。坚决清理散布
暴力血腥、暗黑恐怖、教唆犯罪等内容的“邪典”视频。

四是论坛社区、群圈等环节危害未成年人问
题。深入清理利用儿童形象制作的软色情表情包，
严查教唆诱导未成年人自杀约死、拍摄交易色情低
俗视频的群组账号。

五是网络“饭圈”乱象问题。持续推进“清朗·
‘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深入整治诱导未成年人
应援集资、高额消费、投票打榜、互撕谩骂、拉踩引
战、刷量控评等行为。

六是不良社交行为和不良文化问题。严防网上
不良社交行为和不良文化现象形成不良导向、扭曲
青少年价值观，坚决查处人肉搜索、人身攻击、恶意
举报等网络欺凌和暴力行为。

七是防沉迷系统和“青少年模式”效能发挥不足
问题。重点排查解决网站平台防沉迷系统问题漏
洞，着力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明晒娃，暗求赏？
“网红萌娃”背后有条隐蔽产业链

水汪汪的大眼睛，肉嘟嘟的小脸蛋，无论是牙牙学语，还是
唱歌跳舞才艺展示，可爱的小朋友在互联网上总能吸引关注的
目光。近年来，随着短视频、直播等互联网形态的发展，不少儿
童被成年人推到镜头前，小小年纪便成了网红。他们有的在镜
头前疯狂饮食，长成了小胖墩；有的以大人的口吻说一些与年龄
不相符的桥段；还有的甚至穿上了成人衣物……

这些“网红萌娃”背后，存在着诱人的商业利益，侵害的是孩
子们的身心健康。日前，中央网信办启动专项行动，剑指直播、
短视频平台，明确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直播，严肃查处
炒作“网红儿童”行为。记者调查发现，“消费”儿童的违规行为
正在从主流网络平台上消失，但仍有一些打擦边球的现象存在。

提起网红儿童，很多人都
会想起一位长相酷似企业家马
云的儿童范小勤。2016年，他
的照片被发在了互联网上，迅
速传播，被大家称为“小马
云”。之后范小勤完全走上了
不同过往的生活：参加电视节
目、时装走秀……除了“小马
云”范小勤，还有一位吃播儿童
佩琪也曾在网络上红极一时。
当时年仅 3 岁的她体重达 70
斤，并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

记者近日登陆抖音、快手、
花椒直播、斗鱼等多个短视频、

直播APP软件，发现直播平台
上以儿童为主角的节目已基本
销声匿迹。但一些打擦边球的
行为依然存在，如一名直播者自
称是“创业妈妈”，利用直播平台
销售婴幼儿服饰，就晒出了一名
婴儿；还有一名直播者，在介绍
自己的瑜伽技能，画面里，不时
会有一名女童“意外入镜”，还会
模仿她做一些瑜伽动作，在评论
区就有网友指出，这名网络主播
在线下开设了瑜伽课程，还售卖
瑜伽垫、瑜伽绳等装备。

在短视频平台上，秀娃的节

目更是明显增多了。一些儿童
被打扮成“潮童”“笑星”，以成人
的口吻讲网络流行段子，调侃身
边人，打造“小大人”形象。如一
个短视频号，不断发布一位父亲
与女儿的日常生活，尚在学龄前
的女儿常以大人的口吻调侃自
己的父亲与母亲。

记者注意到，这些秀娃短
视频的点击量非常大，点赞、评
论动辄数万、数十万，如“虎爸
萌娃原创”已经有超过100万
粉丝，一条短视频的点赞数甚
至达到了213万。

秀娃短视频流量轻松过百万

成人操纵“小网红”吸金有术

在一些儿童短视频平台号
的醒目处，都备注了一行“找我
官方合作”。记者通过中间人，
联系上了一位主播。他自称就
是视频中儿童的监护人，只晒
日常生活，并非平台号运营公
司。不过一谈到具体的合作，
他显得非常专业，介绍起了各
种推广方式。

他说，粉丝量、点赞量到
“10万+”以上的直播号、短视频
号，都可以谈商业合作，主要包
括带货、代言、隐形广告植入
等。这背后都会有具体的文
案、拍摄策划案支持，文案包括

如何设计带货、代言的语言表
达，“尽量会用孩子们的语言，
结合其个性，避免突兀。”他说，
也会有客户指定孩子的特定表
达方式，让外向、活泼的孩子展
示文静的性格。确定文案后，
就会设计拍摄方案，依照方案
训练小演员，包括站姿、行动、
表情，“甚至那些我们以为是不
经意间进入的画面，都可以策
划。”他说。

当然，这些策划的直播、带
货肯定不是免费的。客户需要
交不菲的费用给运营团队，可
能是公司，也可能是孩子的监

护人，具体金额根据“小网红”
的活跃量确定，百万以上点击
量的大号，费用起码万元起步，
甚至更高。

此外，还有不少直播平台设
置了打赏功能，一些“小网红”凭
借着出色的表现，会吸引不少网
友打赏。一位“小网红”的监护
人林先生向记者透露，2019年
前后最火爆的时候，他们光打赏
一个月就能收益上万元，“孩子
本人对钱没有概念，但作为家
长，确实很难不动心。很多人就
带着孩子‘下水’做直播、拍短视
频了。”林先生说。

采访过程中，有短视频业
内人员告诉记者，他们2018年
后就出台了措施，不给18岁以
下未成年人设置注册通道，但
是一些母婴类、亲子类视频，依
然无法杜绝“网红萌娃”的出
现，因为它们大多数都以成人
或者公司的名义注册，通过呈
现儿童主题内容来吸引流量，
很难禁绝。

如果对短视频、直播中的
儿童画面搞一刀切，又会误伤
到那些正常晒娃、分享生活的
家长。事实上，不少家长已经

出现了顾虑，担心相关规定之
下，一些互联网平台搞一刀
切，封禁晒娃的账号，“我们也
有分享孩子生活亮点的需求，
没有任何功利的因素，毕竟现
在朋友圈、自媒体账号都非常
发达，已经成为记录孩子成长
过程的重要途径。”家长刘莹
对记者说。

刘莹有一个自媒体账号、
一个微信号以孩子命名，平时
只分享一些孩子的动态，从孩
子一出生到现在已经 4 岁，

“一个月也就发七八条，并且

从不发任何商业广告色彩的
内容。”

记者从快手、抖音等平台
了解到，按照相关部门的要
求，对未成年人内容的监管已
经在不断加强。一位工作人
员透露，他们已经使用了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不
断的机器学习，提升系统对营
销类账号和普通网友账号的
甄别力度，一旦发现有未成年
人违规内容的账号，除了封禁
外，还会采取截断流量等措
施，使其无法通过流量获利。

专家：应严惩利用孩子牟利行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生活
是丰富多彩的，孩子们的世界同样如此。如果孩子
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行为、偶尔的表现非常可
爱、精彩，家长拍摄上网和亲朋好友们分享，这无可
厚非。但事实上，有一些家长，正在试图利用短视
频、直播等互联网传播方式谋取利益，比如为了让
孩子们更出名，参加一些机构、网络渠道的评比，在
升学、评奖中获得好处；还有利用孩子们的短视频、
直播来获得网民打赏，谋取经济上的利益。

这种带有功利性的行动，把孩子当成表演的工
具，就是有问题的，要坚决制止。至于说用孩子的视
频来挣钱，完全不顾及孩子的正常成长，伤害到孩子
们正常的知识积累、品质的培养，只为了家长获利，
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有些行为甚至已经与我们国
家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相违背，有关部门
应该要依法惩处。”储朝晖说。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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