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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抱着手机刷个不停像是中

了毒”“刷抖音、看快手成了留守儿童

最喜欢的娱乐活动”……网络信息多

样、开放、共享，而一味迎合受众的阅

读偏好，计算方法简单，定向推送粗

暴，让读者尤其是鉴别力、自控力不

强的青少年越“好”越“偏”。原本能

够提供多样化精神食粮的手机App，

却让人有一种“我才夹了一筷子，你

就送我一桌子”的惊喜与尴尬，在不

知不觉中受困于“信息茧房”。

投其所好的定向推送

爱看什么就送足喂饱

“原本把手机留给孩子是想方便

联系、开阔孩子视野，没想到她沉迷

于刷短视频。”陈孝泉13岁的女儿是

山东沂蒙山区的留守儿童，他与妻子

打工在外，孩子平时由爷爷照料，“老

人说了也不听，结果孩子整天待在家

里刷一些低俗、恶搞的短视频，直接

影响了学习成绩。”

不少受访者还反映，孩子们在看

新闻客户端、刷社交媒体时，一些平

台的定向推送存在“泛娱乐化信息

多，低俗内容多，未经核实内容多”的

“三多”现象。

这种手机定向推送的垃圾信息

挤占大量时间，“攻其一点，不及其

余”，反而屏蔽掉其他多样化信息。

看到孩子们犹如婴儿舔奶头一般迷

恋这些信息，一些家长表示很无奈：

孩子一刷就是大半天，空闲时间都被

占用了，不仅影响学习，与同伴一起

户外活动的时间也少了。

“用户爱看什么，就把什么送足

喂饱，让人停留在舒适圈，看似浏览

了很多信息，实则信息非常单一，无

法拓展知识面。”中国传媒大学新闻

学院副教授张志华说，这在传播学上

被称为“信息茧房”，孩子深陷其中就

很难丰富知识结构。

技术专家认为，互联网算法支配

的内容生产体系是产生“信息茧房”

的根源。数据营销专家吴俊介绍，这

类算法分为直接推荐和相关推荐：直

接推荐是计算读者阅读的关键词权

重大小，推荐同类信息，提高用户黏

性；相关推荐是根据大数据分析和学

习，推送与读者特征相似的人所感兴

趣的内容。

技术逻辑、资本逻辑

站在价值观逻辑的对立面

近年来，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

但内容管理水平却难以令人满意。

记者调研发现，一些短视频平台、社

交媒体、新闻客户端的内容管理问

题，固然是以算法推荐为核心的技术

所致，但根源是业务导向遵从流量最

大化的资本逻辑。

——利用算法技术片面满足人

们低俗、猎奇心理。业内人士介绍，

面对互联网技术红利日渐消失的市

场环境，互联网内容平台公司的竞争

日趋白热化。作为应对措施，他们不

断细分人群标签，让人“一次点”变成

“一直看”，吸引读者注意力，挤占阅

读时间空间，影响了阅读多样性。

张志华说：“互联网平台从根本

上讲，是将消费者的偏好喜爱作为价

值判断的标准，充分满足用户对信息

获取、对时间消耗的需求。流量越

大，互联网平台未来收益的预期就越

高，也越受资本的青睐，获得的投资

或估值就会越大。”

——缺乏价值观导向，影响舆论

生态。专家认为，部分App以传播信

息、营造公共空间自居，却忽视了公

共价值观，缺乏传播的专业性、严肃

性及价值导向。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倪

万表示，部分App基于算法，公众影

响力日盛。它们本应给广大读者推

送符合公共价值导向的内容，结果却

致使读者阅读范围越缩越窄，直至观

点固化偏激，社会共识遭到蚕食。

给互联网内容生产加上价值标签

专家认为，算法技术、定向推送

只是工具，用好技术工具需要监管部

门加强引导，需要企业调整业务逻

辑。同时，学校、家长也要有更多的

陪伴和关心，避免青少年被网络算法

绑架，防范青少年沉迷上瘾。

在系统设计上，不少App推出的

“青少年防沉迷”模式仍需通过手动

激活，并非默认设置，更难以精准识

别。专家呼吁，完善现有防沉迷系统

功能，找到监管盲区，堵住技术漏洞。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匡

文波等建议，网信部门宜对App的算

法推送进行更加精细化监管审核，如

规定具体类别信息的推送占比、要求

定时提交内容管理报告等。对于存

在错误导向的内容和谣言、色情、暴

力、赌博等信息，应加强甄别和监测，

督促平台企业形成有效自查机制。

专家建议，家长承担起第一责任

人的职责，督促孩子使用防沉迷系

统，帮孩子提高甄别、屏蔽不良内容

的能力；在法律和政策层面推动网络

媒介素养教育进学校、进课堂，使其

成为青少年的一项基本常识和技能；

家庭、学校增加时间管理教育，互联

网平台强化时间提示，比如将“时间

戳”放在较为醒目的位置，培养青少

年的时间管理观念。

（摘自《半月谈》 2020 年第 19

期 余孝忠 王阳 邵鲁文/文）

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在山

东青岛、潍坊和浙江温州三地进行海

水稻产量测评，测评结果从亩产320

公斤到739公斤不等。至此，10万亩

海水稻完成测产，产量喜人。

由行业专家组成的测评小组在

三地分别进行海水稻产量测评，专家

的测产结果为：青岛基地编号yc-

2003的耐盐碱水稻亩产为542.5公

斤，超优千号亩产为739.7公斤；潍坊

基地编号yc-2003的耐盐碱水稻亩

产为625.3公斤；温州瑞安基地编号

yc- 2002 的 耐 盐 碱 水 稻 亩 产 为

320.78公斤。

今年，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

在全国的海水稻示范种植面积由原

来的2万亩扩大到10万亩。9月下

旬以来，布局在新疆、青海、内蒙古、

宁夏、山东、黑龙江、浙江等地的10

万亩海水稻陆续完成测产，其中，新

疆喀什、宁夏石嘴山、黑龙江铁力和

山东东营、潍坊、青岛等地测评亩产

均超千斤。

袁隆平在视频连线中说：“非常成

功，东营盐碱地产量超过800公斤，很

了不起！”他表示，希望早日实现海水

稻种植面积达到1亿亩，那时增产

300亿到400亿公斤稻谷是完全可能

的。“300亿公斤，相当于湖南省粮食

总产量，能养活8000多万人，这将是

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巨大贡献。”

（摘自《北京晚报》 2020 年 10

月17日）

10月20日，市民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参观“粮食的故事”展览，回忆儿时农耕生活。该展览以粮食为主

题，集科普知识、劳动互动于一体，通过绘本、雕塑、农耕生活等互动体验方式，展示粮食完整的生命过程，主办方

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增强人们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观念。 （据中国新闻网 周毅 摄 2020年10月20日）

燕山深处，密林丛中，有一幢林

场废弃的4间作业用房，被当地一位

农民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

育场所。院内矗立着“承平宁抗战纪

念碑”，房门上方挂着“承平宁抗日战

争纪念馆”牌匾，屋内展示着承平宁

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抗战事迹和日本

侵华罪证。创建这座纪念馆的是河

北省承德县五道河乡建厂沟村农民

李铜，10年来投入资金31余万元，已

接待参观者15万人（次）。

2010年初，40岁的李铜终于攒

到一笔“巨款”——1万元。他找到

林场负责人，征得同意无偿使用大山

脚下林场闲置的4间空房建纪念馆。

为了收集抗战物品和历史资

料，李铜煞费苦心。5年间，李铜走

遍了附近乡镇和平泉、宁城以及唐

山、秦皇岛等有关承平宁抗战的地

方。搜集到了八路军战地医院的制

药工具、瓦盆、水瓢，承平宁县政府

办公用过的桌子、凳子，抬八路军伤

员的门板，各种类型的子弹壳总计

186件。

“没有英雄可供崇拜的民族是可

怜的，有了英雄而不知道珍惜的民族

是可悲的！”纪念馆正式开放以来，前

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承德及周边

大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前来参观，还有

一些党政机关组织党员干部集体参

观，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据新华网 梁世芳/文 2020

年10月16日）

河北一农民创建抗日战争纪念馆

海水稻测产，多地亩产超千斤
全国10万亩海水稻产量喜人，袁隆平院士点赞

66岁的栗苏良是山西省长治

市潞城区辛安泉镇颐福敬老院院

长，当地人戏称他为“三最”院长，

年龄最老、场地最大、敬老院人数

最多。“我是一名退伍军人，之前做

过些买卖，小时候家里穷，依靠众

人帮助走上军旅生涯。回乡后看

到住在土坯房里、生活无依无靠的

孤寡老人，想尽力帮他们一把。”栗

苏良说。

2008年，他把多年来积攒的50

多万元全部拿出来，购买一块废弃

工地，进行修建改造，建起辛安泉镇

第一所敬老院。“刚开始条件很艰

苦，靠政府补贴勉强能让老人吃饱，

我和老伴的退休工资几乎都用在了

敬老院里。”栗苏良介绍，随着条件

的慢慢改善，住进敬老院的人越来

越多，大部分都是孤寡老人，也有少

数残疾人、流浪者等，现在有70多

人住在这里。

“开办敬老院就是希望能尽一

份力，给孤寡老人一个温暖的家，让

他们老有所医、老有所养。”栗苏良

笑着说，希望将这份事业一直做下

去，给更多人“家”的温暖。

（据北青网 吴琼 王强/文

2020年10月19日）

山西一六旬老人办了个“三最”敬老院

近日，西安书法老师谷少将凭

借一段在卫生纸上作画的视频走红

网络。面对数百万的点击量和络绎

不绝的访客，谷少将表示，在卫生纸

上作画，对自己而言有些“不务正

业”，被人们喜欢也属于“无心插

柳”。他的目的，还是希望能通过寓

教于乐的方式，让更多人关注书法，

爱上书法。

“卫生纸特别软，用力太重会

被戳破。用力太轻线条又会不连

贯，画出来断断续续。如果没有

一定的书写、美术功底，很难画出

来。”谷少将称，他在卫生纸上连

续画了八九个西游记的人物形

象，随后将绘画视频发到网络平

台上，没想到引来了四五百万人

的观看。

“现在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人

们平时一般是用语音、键盘打字，很

少用手写。这导致大多数人是提笔

忘字，不仅写不好，甚至有些字都不

会写了，这让我很焦虑。”谷少将认

为，书法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独

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应该继续发扬

光大。为此，他愿意用自己的坚持，

培养更多的书法“新兵”，将书法传

承下去。

（据中国新闻网 党田野/文

2020年10月21日

西安一书法老师在卫生纸上作画

日前，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首次在全球评选“粮食英雄”，旨在

嘉奖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将食

物从农场运到餐桌的普通人。这是

该组织75年历史里首次设立的奖

项。该奖项共评选出26人（团体），

44岁的李志方是唯一获奖的中国

人。

李志方是武汉市强鑫蔬菜专业

合作社销售经理，因为疫情中保证

了武汉的蔬菜供应，稳住了价格而

荣获这一殊荣。

在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李志

方一直和农民、土地、蔬菜打交道。

2018年，他开始接触订单农业，与盒

马鲜生合作，做的事就是平衡供应

价。“比如市场行情低于1元时，我们

就以1.5元收购；行情涨到3元，我们

把价格调到2.2元。以稳定的价格

收购农民的蔬菜，再以稳定的价格

供给盒马，农户能旱涝保收，安心种

菜。”

他回忆：平常他给盒马每天供

应蔬菜6000—8000份，周末最多1

万份。武汉封城后，最多的一天，他

送了3.2万份。“一听这个数字，很多

人会以为我们赚了多少钱。我说都

是亏着在做，你们信吗？”

（摘自《湖北日报》 黄磊 李楠/

文 2020年10月17日）

湖北一农民被联合国评为“粮食英雄”

手机APP“偏好”算法带偏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