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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月16日
停气通告

因燃气施工需要, 下列用户

将按计划停气：锡山区鸿发家园

1#-6#，停气时间为2023年1月

16日08：00至2023年1月16日

17:00，停气时长9.0小时。

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2023年1月14日

批发部：崇宁路17号4楼（检察院西隔壁）82700029（大别山老王）

祝大家新年平安健康
大别山老王今年回家过年了

山里货孢子粉孢子油自产自销

来 年 见！

***女士，39 岁，东北
沈阳人，在无锡市锡山区
做商贸公司粮油批发和曰
用品，配送中小型超市，希
朋友见到相互转告，谢谢。

寻人启事

电话：15995024559盛先生

●遗失无锡新南方大酒店有限公
司公章一枚和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锡HZ002543，声明作废
●华泰保险泰润卡L（五年300
元）单证号为：TRQ3B-500521
567 至 TRQ3B-500521580，共
计14份，因遗失，声明作废

82767591广告热线
地址：新鼎球大厦1518室

据记者了解，一些线上自习室用
户会使用连麦视频学习功能，而该功
能开启后，骚扰事件屡屡出现。

“刚才遇到BT(变态)了，重开一个
……BT走开！”2022年12月5日晚11
点，在一款主打视频连麦功能的线上
自习室App首页，用户贾林将自己的
自习室房间名设置成了这一标题，而
后开启摄像头，继续刚才被打断的自
习。

贾林是北京一名高三学生，居家
上网课期间，她经常使用这款线上自
习室App。这款App规定，用户进入
后，可选择主动创建自习室等待他人
申请连麦，或申请加入一个正在进行
的自习室，与其他用户一起连麦自
习。自习室的准入条件十分简单，只
要创建自习室的“房主”同意上麦，加
入自习室的用户就可打开摄像头，参
与自习室的视频自习。

“有个人进自习室看了我一会，就
要申请上麦。”贾林回忆，“我同意后，
他就把摄像头对准了自己的隐私部
位”。

贾林的遭遇并非个案。在这一线
上自习室App可供全体用户发言交
流的“学习圈”中，用户小高发布了与

他人连麦自习过程中遭遇骚扰的截图
——同样是男子的裸露下体。

被骚扰后，小高和贾林第一时间
向平台反映，官方在核实后进行了封
号处理。

“但据我了解，这种人有可能是惯
犯，封了一个号还可能再注册一个号
码。”贾林说。

除此之外，借助App的私聊功能
对用户进行言语骚扰的现象也时
有发生。

“妹妹，哥哥我高一，有不会
的我辅导辅导你。”江苏人赵露是
一名大四学生，作为App的活跃
用户，她在使用某视频连麦自习
App的过程中，总是能在连麦后
收到类似这样“奇怪”的私信。

“有些人和我视频连麦之后，
就发私信给我。有的是正常交
流，有的是借着一起学习的名义
骚扰我。”赵露介绍，甚至有人在
私聊或与其他用户视频连麦时，
将头像设置为男性生殖器照片，
昵称也带有明显挑逗意味。

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在
不少自习室视频连麦页面，平台
在视频框下都会设置一行小字作

为提醒：“倡导绿色健康自习室，请大
家严格遵守，平台会24小时进行巡
查，任何传播违法、低俗、谩骂等违规
行为将会被封禁处理。”

但据不少用户反映，在线上自习
室随意进出以便视频连麦这一功能设
置下，“不速之客”依旧可以随时闯入
自习室，对学生进行骚扰的问题尚未
得到妥善解决。

自习室变成“交友室”有人还遭遇性骚扰
——记者调查线上自习室乱象

来自北京的线上自习室
资深用户秦雅近日向记者吐
槽：“自习室都变成啥样了！
有的像游戏装扮软件，以卖皮
肤谋利；有的像视频软件，不
时弹出不雅信息；还有的像社
交软件，以交友吸引流量。”对
于线上自习室的改变，秦雅很
不适应，无奈将此类软件删了
个干净。

近年来，通过开启多人视
频模式，把镜头对准自己和书
本，随时随地直播学习状态，
营造学习氛围感的线上自习
室App日趋火爆，尤以寒暑假
为甚。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
些线上自习室App由于低俗
信息、社交化明显、广告营销
等原因被不少用户吐槽。

“最开始选择线上自习室，就是因
为一个人学习太无聊了，觉得有人陪着
学习会更有动力，有氛围感，也有一定
的监督效果。”使用线上自习室App两
年多的天津用户林鹿说。但如今一些
线上自习室App的学习功能被弱化，
甚至成为一些不学习的人的“秀场”，有
些人还会在主页分享“饭圈”的娱乐新
闻，很大程度上分散了大家的专注度。

还有使用者吐槽，商家为了谋利、扩
大受众而不断增加新的功能，新功能与
学习软件初心背离，造成App内“鱼龙
混杂”“乌烟瘴气”，弃用成为普遍现象。

记者进入多个线上自习室App发
现，一些App会为用户设置“个人形
象”，由“个人形象”衍生出换装、聊天等
一系列社交功能。在某款线上自习室
App设置的“活动区”中，用户可以模

拟进入酒吧、餐厅等场景，进入聊天室
与其他用户闲聊。在聊天室中，用户以
学习时长换取免费聊天时长，或以充值
代币的方式付费购买“星空啤酒”“章鱼
小丸子”等虚拟食物，实为换取更久的
聊天时长。

这些以酒吧、餐厅为场景的聊天
室，同样由用户建立经营。用户可以选
择聊天室可容纳人数、到“食品工厂”进
货以供聊天室销售。在此基础上，线上
自习室App摇身一变，成了在中小学
生中风靡一时的经营小游戏。

“绝大多数好看的衣服都需要充
值，很容易形成攀比”“这本是一款学习
软件，而里面好多人聊追星和游戏，成
了晒照片找cp的地方”“以前来这里是
为了学习，慢慢就成了交友”有不少用
户在这款自习室App的评论区留言。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社交平台以
及二手商品交易市场，付费“监督学
习”“魔鬼式监督打卡”“视频监督自习
室”逐渐兴起，甚至发展为具有一定规
模的产业——“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
钱旅游，现在你可以花钱找人监督学
习。”

但是，花出去的钱也可能“打了水
漂”。

记者了解到，当前市面上主流的
付费视频监督自习室价格约为每天5
元，用户可与自习室经营者协商按天
付费或包月监督，部分自习室的管理
者还会根据用户打卡天数返回一定数
额的红包作为“奖励”。在付费后，自
习室管理员会询问用户学习计划与时
间安排，随后邀请用户进入指定自习
室或者相关会议室，要求用户打开摄
像头以便接受监督。

不过，付费加入自习室寻求监督
的成效存在争议。管理员的监督力
度、自习室中是否有明确规则以及用
户自律程度都影响着是否能够物有所
值。

记者在某二手商品交易平台随机
找到一家提供监督自习的商家。在商
品详情页，这家自习室标注提供“根据
个人学习计划及时提醒入会学习、全
程监督、玩手机溜号将随时提醒”等服
务内容。

记者支付5元费用后，管理员添
加了记者的联系方式。在询问当日学
习时间安排后，记者被对方邀请进入
线上视频自习室。

在线上自习室中，记者发现，自习
室人数峰值时达60人，大多数用户都
打开了摄像头，部分用户的视频画面
中只有视频背景，用户本人不在画面

中。管理员对摄像头的摆放位置没有
明确要求，大多数用户选择将摄像头
对准桌面，只露出学习资料和手部。

在一天的自习体验过程中，记者
的摄像头为逆光摆放。视频画面亮度
很低，无法清晰看到画面中记者的行
为，只能隐约看到桌面上的书本资料，
但管理员并未提醒记者更换摄像头角
度。中途记者接听了几个电话，有的
通话时间较长，管理员也未进行询问
与监督。

当日下午4点，记者向管理员提
出暂时离开自习室去吃饭的申请，并
约定半小时后返回。此后，记者未按
照约定时间返回自习室，直到当天晚
上9点才收到管理员的提醒。显然，
这与购买监督服务时管理员承诺的

“根据个人学习计划及时提醒入会学
习”并不相符。

加强违法信息监管
将选择权交还用户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苑宁
宁说，线上自习室中出现的乱
象，其实是网络治理中存在的
问题在线上自习室中的显现。
这些色情信息、网络诈骗等不
良内容，可能会使用户尤其是
未成年人遭受一定程度的侵
害，也给犯罪分子带来可乘之
机。

“虽然线上自习室是虚拟
平台，但开发者和运营者都应
当考虑到线上线下同等的义
务，除提供相应自习空间外，还
要负责维护虚拟空间秩序，监
管违法信息。”中国传媒大学政
法学院副院长王四新说。

如何才能更好保障用户尤
其是未成年人权益？苑宁宁建
议，建立一套包含学校、监护
人、社会、政府、网络平台等在
内的监管防护体系。

“一些线上自习室先用学
习功能吸引用户，等到有了庞
大的用户群体后，再往社交化
方向发展，最后凭借广告或者
电商变现，这样一来，线上自习
室便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变现
闭环。”长期关注教育方向的投
资人王珂向记者介绍，这是资
本市场对线上自习室的期待，
但一些老用户不一定能接受这
种改变，反而认为线上自习室
变味了，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用
户喜欢这种学习社交模式。

在王珂看来，线上自习室
应该把选择权交还用户，让他
们选择要纯学习模式还是学习
社交模式。相关App也要进一
步升级管理手段，比如通过提
升用户加好友门槛的方式，对
加好友实施涉黄引流等行为进
行打击，包括添加好友需通过
自习室用户的打卡自习时长要
求、非长期自习用户不能加或
者被加好友等。除了技术风控
手段和人工巡查方式外，自习
室也提供了用户主动举报入
口，用户也要增强信息安全意
识，对违法违规账号和行为进
行举报，平台一旦发现并核实
后立即封停。

（法治日报）

不速之客随时闯入 自习时遭遇性骚扰

付费监督形同虚设 花钱可能打了水漂

背离软件设计初衷 社交功能大行其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