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娃进异性澡堂要有性别意识

文 / 路可玫
儿子玩网游玩掉了父母的血

汗钱，虽有家长麻痹大意和监

管不够的原因，但也告诉人们，

如何防范网游通过未成年人之

手吞噬家长的血汗钱，已是当

务之急。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六条规定：“网络游戏经营

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

技术措施，禁止未成年人接触

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

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预

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且该办

法第二十条规定：“网络游戏虚

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应当遵守以

下规定：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

交易服务。”而今，在一个月零

二十天时间里，小明玩网游玩

掉了30770 元，这表明小明已

沉迷于网游，该运营商及其相

关责任人为什么不中途制止？特

别是网游主播不仅为小明提供

交易服务，还诱导小明打赏网

游主播，骗小明父母的血汗钱。

该运营商和涉事网游主播的行

为明显与《网络游戏管理暂行

办法》的规定不符，涉嫌违法，

且存在引诱欺诈未成年人之嫌，

应当追查。何况，游戏运营商

和网游主播作为社会成员，有

责任和义务按照《未成年人保护

法》的要求保护好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呵护他们健康消费。

而今，该网游运营商和相关网游

主播没有保护小明的合法权益，

又涉嫌违法。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引

诱骗取未成年人父母的血汗钱

的事件并非个案，比如，贵阳

市民贺某 14岁的儿子青青（化

名）通过 120 余笔交易，购买

了13万多元的游戏装备；安徽

和县13 岁的少年小奇（化名）

背着奶奶偷偷往手机游戏“穿

越火线枪战王者”充值 12000

余元；上海松江 9 岁男童小钟

玩网游，刷掉父母支付宝8万多

元，这些“家族悲剧”背后暴露

出相关监管严重缺位。正由于

没有及时追查涉事的网游运营

商和相关网游主播的违规违法

责任，导致他们诱骗未成年人

刷父母血汗钱的现象屡禁不止。

当然，这些事件的背后还

透露出网游开发与推广的初衷

偏离了“航线”，陷入只顾赚钱

的泥潭。网游应该成为供人们

娱乐、开发智力的工具，而不仅

仅是赚钱的工具。玩网游肯定

不能白玩，但绝不应该通过“购

买设备”、“提高等级”等来赚

玩家的钱，即使要赚钱，也不

能没有限度，永无止境。这就

需要对网游运营商强化监管，除

了敦促其遵纪守法以外，还应

该对网络游戏实行分级管理；

对网络游戏个体消费实行每次

消费限额控制和周内、月内总额

控制；并建立网络游戏个体消

费家长监管制度，没有家长的电

话允许，商家不能卖游戏装备

给儿童，不能诱导儿童消费，从

而杜绝网游运营商通过儿童网

游消费来吸家长的“血”，导致

家庭不和谐与悲剧的发生。

文 / 张立美
12月5日，太原白女士反

映：近日去一家公共澡堂洗澡，

迎面走进来一个小男孩儿，感

觉都有十来岁了吧，光着身子

跟着妈妈来洗澡，一进来很多

人都感觉不自在，可是又不好

说什么。（12 月 12 日《山西晚
报》）

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儿

童洗浴不分男女。不少父母为了

方便孩子洗澡尤其是出于孩子

的安全考虑，总是带着孩子包

括异性孩子一起去公共澡堂洗

澡。特别是当另一半忙于工作

或者在外地，带异性孩子去公

共澡堂洗澡更成为一种不得已

的无奈选择，是没有办法的事。

当孩子年龄还比较小的时

候，父母带异性孩子去公共澡

堂洗澡倒没有什么，绝大多数

人也能理解。但是，当孩子到

了一定年龄，上幼儿园甚至上小

学了，父母还带着异性孩子一起

去公共澡堂洗澡，这就非常的

不适当，忽略了孩子的性别意识

教育，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从性别教育的角度说，一般

而言，小孩子从2岁开始，就已

经初步具有了朦胧的性别意识；3

岁以后，孩子心中的性别意识雏

形基本形成，开始懂得学会区分

男女性别的不同，并对此产生好

奇心。在这个阶段，不管是学校

老师还是父母，都应当注意引导

和教育孩子树立科学的性别意识，

男孩该去男厕所、男澡堂，女孩

要去女厕所、女澡堂。相反，如

果父母不注意，没有及时进行正

确引导，还时不时地带着孩子出入

异性澡堂、异性浴池，很容易造

成孩子性别意识偏离、性别认同

障碍，影响健全人格的形成。随

着孩子慢慢长大，如果在澡堂中

经常看到异性裸露的身体，还会

导致孩子性早熟，不利于孩子的

心理健康成长。所以，父母在带

孩子去异性澡堂、异性浴池洗澡，

一定要有性别意识，要考虑到孩

子的健康成长，不能只图方便。

另一方面，从培养孩子的

独立意识和独立自主生活能力

角度说，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后，

就该让孩子学会独自睡觉、自

己洗澡。当男孩已经 10 岁了，

母亲还带着他去女浴池洗澡，

这显然不利于孩子独立意识和

自主能力的培养，这对孩子的

成长来说又是另一重不利。

为了避免父母带孩子出入异

性澡堂、异性浴池，给其他消

费者带来不便和尴尬，除了父母

树立性别意识、正确引导孩子之

外，澡堂以及公厕等公共场所的

经营者、管理者，有必要承担

相应的责任，提供适合亲子使

用的亲子浴池、亲子公厕、亲

子更衣间，方便父母陪同、协

助尚不能自理的异性子女。当

然，这不能只靠公共场所经营

者、管理者的自觉，需要通过

立法手段引导和规范。

文 / 童其君
无独有偶，据7月26日《燕

赵晚报》报道，12岁少年沉迷“快

手直播”，半个月狂刷支付

宝 3 万余元打赏主播。紧接

着，急于追回钱的哥哥，又

误把网络诈骗电话当成该直

播服务热线，被骗走5000 元。

这两个孩子的父母，44 岁的

外来务工者赵国辉和妻子愁

眉不展，省吃俭用攒下的 5 万余

元存款，接连两次损失了近 4

万元。

每个人身上都有惰性，人

们很容易陷入惰性的陷阱，因

为闲适、安逸有很大的诱惑力，

如果不加以克制，不去战胜惰

性，那么它会折断你梦想的翅

膀。父母工作三班倒，全家常

年住地下室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儿

子，却花 3 万多元打赏游戏主

播。如今的孩子，生活条件优越，

可谓是在蜜罐里长大的，正因

如此，他们生活娇惯，不知爱

惜劳动果实。针对孩子们的这

种情况，我认为要让孩子们参

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让他

们体验一下钱是怎么辛苦赚来

的。有个牧场主人，叫孩子每

天在牧场上辛勤地工作，朋友

对他说：“你不需要让孩子如此

辛苦，农作物一样会长得很好

的。”牧场主人回答说：“我不

是在培养农作物，我是在培养

我的孩子。”培养孩子，是要让

他吃点苦头的。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打赏

游戏主播成一大隐患，说到底

是人的问题。根治这一问题，

主要责任是家长。家长要完善

自己的支付系统，密码等信息

千万不能让孩子偷窥到。因为

孩子的网络安全意识比较薄弱，

可能还分不清打赏网络游戏主

播和父母储蓄卡的关系。第二，

对于这类视频或游戏，孩子的

自制力还达不到自发去控制，需

要父母帮其培养一些比较健康

的兴趣爱好。第三，事发后，

家长不应该过多责备或打骂孩

子，不要把自己疏于防范的责任

全部推给孩子。给予孩子安抚

和化解，不要让他们过于内疚。

多给孩子一些关注，让孩子从

这件事中走出来。至于有权追

回打赏主播的全部损失也是自

己的事。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未成

年人打赏游戏主播问题不仅应

引起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而且应引起全社会警醒。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企业不能因

为逐利而危害孩子身心健康，

个人也应心存公益当未成年人

的守护者。如对方明知小明还

是个学生，而且知道他是用妈

妈的手机账号登录游戏，网络

游戏主播还不断诱惑着不懂事

的小明，这样骗未成年人实在

是太不厚道了。对此，管理部

门应加大宣传，劝导未成年人

不要随意打赏游戏主播，同时，

推行游戏主播实名登记制度和

管理措施，让随意诱惑未成年

人打赏游戏主播等行为付出代

价。

网游消费为何不设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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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分组可
见”见出了什么
文 / 叶素琪

微信已经成为很多人展示自己

的平台。朋友圈“屏蔽”“分组可

见”等功能，也让人们可以在不同

人面前展示不同的一面。上周，中

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

网，对 2003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78.1%的受访者发布朋友圈时会使用

“分组可见”功能，仅 16.9% 的受访

者从不使用该功能。（12 月 09 日《中
国青年报》）

作为微信的一项功能，是否设置

“分组可见”，是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

他人说三道四，并不合适。但分析其

这一功能的使用，却可以有许多有趣

的发现。

在朋友圈屏蔽的人员类型中，陌

生人排在首位，占41.9%。这表明，

公众的隐私和安全意识提高了。朋友

圈是杂乱无章的，发往朋友圈的内容，

许多时候，能够看出一个人的不少隐

私。因此，在方便和朋友交流的时候，

屏蔽陌生人，是有利于保护自己的隐

私的。也有一些人，喜欢在朋友圈里“晒

萌娃”，晒家人，各种各样的晒，虽

然满足了自己的心理，也给犯罪分子

提供了可乘之机。根据内容定位、结

合标签功能设置“分组可见”，实现

精准推送，则较好地解决了两者之间

的矛盾，也不会打扰到更多的人。

在朋友圈屏蔽的人员类型中，仅次

于陌生人的，是上级领导，占30.0%。

无论是行政事业单位，还是所有制的

企业，屏蔽“老板”，除了是把工作和

私人生活分开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工作中，

难免出现一些吐槽抱怨，人们担心，

这样的负面情绪和言论，会影响到自

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一些发往朋

友圈的内容，可能是在工作间隙，也

有的甚至是在工作时间，担忧这些内

容，会影响自己在“老板”心中的印象，

从而对自己的评价产生负面作用。这一

方面需要领导的宽容，正确对待各种

信息，才能更好地了解和熟悉员工；

另一方面，也需要人们玩微信有所节

制，不能影响正常的工作。

调查显示，也有相当数量的人，

会屏蔽熟悉的同学朋友同事和父母家

人，这其中的因素，和屏蔽领导有相

似的地方。有的时候，是为了避免不

必要的误解和纠纷，包括担心交流上

的代沟。陌生的人际环境，有的时候，

可能更便于展示自己的真实心态，而

不用担忧他人。

也有网友表示，每次发朋友圈时，

心里还是会斟酌一下。“免不了会去

想，这样的内容发出去之后，别人会

怎么看我。所以，有时候想发一些负

能量的东西，这么想过之后往往就不

发了，会忍着。少数几次忍不住发出

去了，也会在短时间内删掉。”朋友圈

并不是法外之地，表达自己的真实看

法，亮出真实的自己，很难说有什么错。

然而，遵守法律，有所克制，也很有

必要。

43 岁许文永租住在一间农民房的地下室。这些天，他一直猫在地下室到处打电话求人，目的是想要回他的血汗钱：今年 10
月 7 日至 11 月 27 日，14 岁的儿子小明（化名）打赏 5 名游戏主播为其代玩“酷跑”手机游戏，花了 30770 元，直至刷到储蓄
卡只剩下一毛五才停止这场疯狂的游戏。（12 月 11 日《钱江晚报》）

治一治让未成年人打赏游戏主播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