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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爬山吗？”“蓝瘦香菇”“我酸了”……
近年来，各种“梗”频出。作为活跃在互联网社交
平台的群体，年轻人逐渐习惯通过“玩梗”来快速

地寻找“同类”。

“玩梗”，成为一种流行
堵车道路上响起了“嘀——嘀嘀”的鸣笛声，随后，

周围的汽车也发出回应。“嘀——嘀嘀，一长两短，招
手即停”，曾经是某知名网络社区一个广泛流行的

“梗”，后来成为一种“对暗号”的方式。“这样的鸣笛声，
也让堵车等待多了几分趣味。”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当官方也开始玩谐音梗#的话题近期登上热搜，
怎么回事？原来，一网友在查询公积金时，无意中打开
了“新湘事成”的小程序，发现竟是湖南省政务服务大
厅的名称。网友们还挖掘出“粤省事”“渝快办”“皖事
通”“冀时办”等更多有趣的名称。

近日，记者针对“玩梗”进行采访，采访中，不少学
生表示自己愿意主动“玩梗”。就读于漳州职业技术学
院的卢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玩梗女孩”，她说自己每
天都会在微博、知乎、抖音等平台上关注各种最新动
态，时常与好友分享流行“梗”。

在“玩梗”中寻找“同类”
了解一个“梗”并不简单，局外人对一个“梗”常常

会感到摸不着头脑。借由“了解梗”和“不了解梗”的区
别，“抛梗”“接梗”与“玩梗”可以在小圈子里建立身份
认同，建立和其他圈子不同的群体文化。

不少人“玩梗”并不是追求字面上的准确性，而是
寻找同一圈子文化的“归属感”。当你在聊天中说出

“战五渣”“我秃了，也变强了”之类的“梗”时，毫无疑问
暴露了二次元属性，也有可能因此结交一位新的二次
元朋友；当你说出“淡黄色的长裙，蓬松的头发”，那么
确认过眼神，都是追过《青春有你 2》的人。

“梗”除了其本身具有很强的可玩性以外，迎合当
下使用群体的情感和需求也成为它在青年群体中流行
的原因之一。就读于闽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沈
秋第一次听到“我酸了”这个词时懵
了。搜索之后得知这个“梗”，“我觉
得这个词真的非常贴切，当你羡慕、
嫉妒别人某一件事情或拥有某个物
品时，使用这个词，不仅能清楚地表
达自己的想法，又不会显得用词生
硬、语气过重。”

适度“玩梗”，守住底线
“玩梗”虽有趣，但应更慎重。

前不久，在一次大型漫展上，竟出现
“coser”结合网络热炒的“黑人抬棺”
视频，组成“八国联军”，吸引大量观
众围观拍照。一些无底线操作者将
事关历史、道德、法律等严肃话题拿
来当作“玩梗”的素材，令人愤慨。

视频博主陈芳对恶意“玩梗”深
恶痛绝，她认为 ，恰 到 好 处 的“ 玩
梗”是一种幽默风趣，恶意“玩梗”
真的很低俗，无脑烂梗只能说明素
质低下。

适度“玩梗”，守住底线。这是福
建朗马律师事务所律师林振利的建
议。他说，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并未
直接在相关条文中定义“玩梗”，也
未明确规定“玩梗”所具有的法律结
果，但若恶意“玩梗”的行为，导致侮
辱他人的人格或者贬损他人的名
誉，将属于民事上的侵权行为，被侵
权人有权依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
规定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消除影
响、赔礼道歉等。

☉本报记者 林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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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上购物的兴起，消
费者和商家之间出现了第三方

返利平台，通过这些平台，购买者
领券优惠购买，推荐平台的“中介”则

可以获得商家的佣金。这种网购返利
群在宝妈群中尤为盛行，但这种返利是
真的优惠么？有哪些“坑”要避开？对
此，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网购返利群随处可见

在百度上输入关键词“网购返利薅
羊毛”，随即弹出 108 万条相关信息。
各种链接网站、攻略、新闻等使人应接
不暇。相关微信群随处可见，“你最近
在 哪 个 群 里 薅 羊 毛 啊 ？”“ 链 接 分 享
下”……这样的交流话语更是不时地出
现在一些宝妈们的日常生活中。

“里面母婴产品价格低，很多可以
省一半费用呢 !”近日，宝妈小雅被闺蜜
拉进了一个“母婴羊毛群”，群里已经
聚了一百多名宝妈。“我买了个品牌牙
胶，确实比淘宝上的便宜了 21 块钱。”
小雅说。群主说，很多福利是需要去
蹲，发现有活动了，她就会发上来让大
家去购买，“我也是个宝妈，能有实惠
的东西跟大家分享既是好事，自己也
能赚点钱。”

当然，这只是网购返利薅羊毛群得
到实惠的一个侧面，但是，并不是所

有返利平台都能带来实惠，其中
也有很多陷阱。

真的“薅到羊毛”了吗？

返利平台通过广告宣传吸引“中
介”，“中介”可自己使用优惠券购买，也
可将其分享给其他消费者，优惠券被使
用后卖家获得的利润会有一部分流入
返利平台，佣金分配给“中介”。表面
上，这一交易过程中卖家和“中介”都获
利，消费者也达到了购物省钱的目的。

但是，眼花缭乱的优惠券链接真的
让人“薅到羊毛”了吗？

“刚开始我也是看到朋友发链接就
购买了，买回来后发现其实东西也并没
有真优惠。”网友小鱼说。小雅苦恼的
则是，群里发的产品很多是需要凑单
买，有的还需要买会员卡。另外，进了
群被各种优惠“轰炸”，不经意间买了许
多“鸡肋”的东西。

而“中介“也有风险，宝妈惠华曾经
与某返利平台合作，后来发现佣金提成
困难，商家说要凑够多少单才能提佣
金，等她凑够了，却发现平台关闭了。

谨慎消费谨防“猫腻”

其实，“消费返利”原本是一种常见
的促销手段，商家设定一个消费梯度，
满额有返利，相当于打折活动。但返利
网站鱼龙混杂，其中不乏有一部分返利
网站往往夸大现金返利金额、设置提现
门槛，甚至恶意拖欠返利。此外，一些
钓鱼网站也打出“购物返利”的名号来

欺骗消费者。
那么该如何识破陷阱呢？

“在购买时最好对产品进行
一些对比，在其旗舰店上查询是否有
这款，价格如何，如果真的优惠链接也
是旗舰店，那就可以购买，如果不是，那
就要小心了。”网购达人静静说。另外，
她建议买家最好购买有运费险的物品，
退货还能有运费险，多一重保护。

“中介”惠华说，注意看佣金提成。
比如返利比例的高低、返利周期的快
慢、提现时间的长短，正常“消费返利”
比例不会太高，提成周期也不会太长。
如果这两个条件达不到，最好不要去
接。此外，正规的返利网站是不会收取
任何费用，只会返利给消费者，也绝对
不会让人填写淘宝账号密码、支付宝密
码、网银密码等。

对于返利平台，警方也曾发出风
险提示，提醒广大网友要谨防“猫腻”，
谨慎消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非法
集资一旦参与而导致利益受损，风险
自行承担，如个人从中谋取利益还应
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消费者陷入虚假
网站或者钓鱼网站，要及时收集和保
存交易信息，并主动向所在地工商、公
安、打非办等部门提交证据或线索进
行举报。

北斗导航等相关
服务将加速落地 @@天下网闻天下网闻

在陕西省汉中市
在陕西省汉中市，，无人机驾驶员操

无人机驾驶员操

控多旋翼无人机
控多旋翼无人机，，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

借助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对统对ⅠⅠ级防洪点危岩山体进行视频和

级防洪点危岩山体进行视频和

图片数据采集
图片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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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首都师范大学社区出入口，疫情防控志愿者宋春娟（右）指导进入社区人员扫描健康宝二维码。
新华社记者 任 超 摄

(来源：人民网)

副驾驶座上的测试员

手持设备记录监测自动驾

驶车辆数据

新华社记者 王 翔 摄

☉本报记者 陈晓云
实 习 生 王子净

（网络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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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返利是
“馅饼”还是陷阱？

随着网络的普及，部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过度消费等问
题,长期以来一直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近日举行的 2020 中
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透露，为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
我国正在加快推进网络游戏实名认证系统建设，初步计划于 9
月前上线。针对部分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等问题，记者进行相
关采访。

网络游戏风靡学生群体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水平发展、电子产品的不断普及，未成

年人触网比例显著提升。据统计，有超过 80%的未成年人玩网络
游戏，60.8%的少年儿童平均每天使用网络时间超过 30分钟。

小鹏是一名初中生，他告诉记者，身边大部分同学都是从小
学就开始玩网络游戏，不仅男生玩，女生玩家也不少。目前大家
经常玩的都是手游游戏，比如《王者荣耀》《和平精英》《崩坏三》
等。他承认，玩游戏占据了不少时间。就读闽南师范大学附属
小学的小林同学说，很多小学生会用电话手表玩游戏，有的则是
利用家长的手机偷偷玩。“我儿子才大班，却已经天天跟大人组
队玩吃鸡游戏。”市民曾女士哭笑不得地说道。曾女士的儿子喜
欢电子产品，痴迷于玩手机游戏。

记者走访了市区多家网咖，发现店门口的显眼位置都贴有
“禁止未成年人入内”的标识。圆石网咖店员介绍，“周末晚上玩
家比较多，手游区的人会比电竞区更多。”业内人士则透露，很多
学生添置性能高的电脑和手机，不需要进入网咖也可以玩游戏。

孩子沉迷游戏谁之过？
数据显示，因网络游戏时间不限、内容分级不细等原因，60%

以上的未成年人网游玩家视力下降，30%以上的未成年人在网游
中接触到暴力、赌博、色情等违法不良信息。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很多学生都明白玩游戏的好处和坏处，
但是又确实存在各种原因导致他们沉迷。“如果不会玩，感觉自
己很不合群。组队玩游戏也是一种团队合作。另
外，学习压力也挺大的，有时候玩玩游戏也能放松
一下。”初中生小鹏这样说道。小学生林同学还说，
他也知道玩游戏伤眼睛影响学习，但是“游戏真的
太好玩了，虽然玩游戏被发现后总是被家长骂，还
是很喜欢玩”。

“游戏也是艺术，有高下之别。”骨灰级玩家曾
先生告诉记者，“我觉得游戏成瘾的原因还在于眼

界的高低，当你流连于《高山流水》和《月光曲》的时候，你就不会对《小
苹果》和《生僻字》感兴趣，而往往是《生僻字》这样的却容易流行，类比
过来就是那些免费氪金手游，未成年人更容易因此沉迷和成瘾。”

网络爆红文章《游戏策划：为什么我的儿子不沉迷游戏？》的作
者乔治王坦言，“游戏的很多玩法的设计都源于生活、来自于人
性，只不过设计者将规则设计得比现实更清晰、反馈更明确、更洞
悉玩家的想法。玩家在游戏中会有爽、满足、实现了的快感，这是
在现实中难以获得的。”

“未成年人自律性较差，加上不少家长忙于工作，和孩子的交
流稀少，如果在幼年时期缺少陪伴、不被尊重或者内心的表达不被
认可，产生自卑等胆怯心理，这些都会使未成年人容易被游戏吸
引。”国家高级情绪疏导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胡晴还告诉记者，
一方面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为了哄孩子安静，拿手机让孩子在一
边玩耍，使孩子养成接触手机的习惯；另一方面，家长在闲暇时间
使用手机打发时间，在未成年人面前做了带入示范，孩子潜移默化
地接受了这一信号。

防止沉迷游戏迫在眉睫
未成年人自控力差，家庭、学校网络教育欠缺，监护人缺乏有效

监管手段固然是造成沉迷游戏的原因，但行业监管不细不实，缺乏有
效强制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
永新呼吁建立网络游戏分级制度，通过人脸识别等技术实行未成年
人登入网游时段、时长监管分级，防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

“网络太复杂了，实名认证对学生是好事，既是一种约束，也是
一种保护。”小鹏同学对网络实名制认证持欢迎态度。“自律性强，
不沉迷游戏的学生学习成绩就提高得很快，那些不够自觉的学生
成绩就不太乐观了。”漳州三中蔡明霞老师表示疫情期间学生对游
戏的态度直接影响了成绩。神州网咖经营者也表示，政府相关部
门对经营性游戏场所管理要求越来越严格。网络游戏实名认证后
也会使得游戏行业发展更加规范化。

心理咨询师胡晴还提醒，“家长在遇到孩子沉迷游戏时，首先
要冷静下来仔细思考造成孩子沉迷游戏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其次
要与孩子建立共同语言，增强沟通，并且做好榜样；还要调整自己
控制性、指责性、强制性的教育方式，放下姿态，聆听孩子的内心，
了解未成年人的真实心理需求，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各界都需为
此献出自己的努力。期待网络游戏实名认证系统建设早日上线，让

网络空间更加清朗。 ☉本报记者 郭 斌 吴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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谣言内容
近期，有传言称，农业农村部法规司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农业

农村部门征订“《农业农村法律法规汇编》”，并称“《农业农村法律
法规汇编》”的出版单位为法律出版社，联系人为张斌、杨丽霞，单
价168元。

真相
农业农村部法规司发布声明称，从未印发过
“《农业农村部法规司关于〈农业农村部法律

法规汇编〉的征订函》”的通知。亦未委托或指定任何社会中介组
织与个人作为图书资料发行代理。各省（区、市）农业农村部门要
增强防范意识，及时提醒各基层单位和有关企业谨防上当受骗；
如发现有冒用农业农村部法规司名义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时，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并将有关情况反馈农业农村
部法规司综合处。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中国
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

农业农村部要求征订
《农业农村法律法规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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