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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钦文带给我们的岂止是一块奥运金牌？

“影片”当“影骗”，会毁掉大好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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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霸凌岂能成为短视频创作“灵感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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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传媒
全媒体矩阵

“我被霸凌了，校霸抽

了我 800 个嘴巴子，我不服，

放学后把他约在小花园，他

又抽了我 800 个嘴巴子，我

服了。”这样的桥段出现在某

社交平台所谓的搞笑短视频中。一女孩挤眉

弄眼，用浮夸的动作表演自己被校霸“抽嘴巴

子”，通过动作和情节的“反差”实现搞笑效

果。在评论区，有网友评价称“这是我最支持

校霸的一集”“早知道就让他抽你 1600 个嘴

巴子了”。（8月3日《法治日报》）

如此充满戏谑的短视频，居然有人用来

玩梗，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当然，更让人哭笑

不得的是，网络上存在将校园暴力娱乐化的

趋势，一些人甚至用校园暴力进行引流。在

短视频平台，“校园霸凌”成了部分创作者的

“灵感源泉”，“我被霸凌了”“校园爸临”“美式

校园霸凌”等新梗频出。此外，目前流行的微

短剧也充斥校园霸凌情节，其中不乏父母发

现孩子被霸凌后“以暴制暴”等场景。

德育的关键在于传播主流的文化以及

正确的善恶观。娱乐化校园霸凌行为的短

视频，无疑把错误的事情娱乐化了，把学生

们本应当形成的是非善恶判断消解了。此

外，它把错误的行为和刷视频的“快乐”联系

在一起，使孩子们在面对这些行为的时候，

把本应当作出道德判断变成简单的一种生

理反应，在潜移默化中侵蚀一些人对于校园

暴力的认知。

“校园暴力梗”属于低俗短视频的治理范

畴，处于“违法”与“失德”边界的灰色地带，认

定标准较难统一，给内容监管带来困难。但

是，这只意味着治理有一定难度，却并非不可

实现。

首先，平台需要提升技术，从这类视频的

关联性进行判断，包括平台应该积极提升信

息技术水平，建立专业团队接收网友举报并

进行评估，核实后及时下架相关视频，或者定

期公布相关处罚的典型事例，逐步明确短视

频的合理创作边界。

其次，家长和学校应当积极引导孩子思

考分析此类视频的负面影响，告诉孩子身边

发生校园暴力时应该如何辨别处理。今年以

来，我国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上迈出了更坚

定的步伐，关注校园霸凌行为娱乐化也体现

了相关部门的精准治理。然而还需要持之以

恒，久久为功。 贺成

用长远的眼光看当下的问题
大多数焦虑，之所以会对我们造成困扰，是因为我

们采取了“特写镜头”。去近距离地审视它，从而高估

了一件事情对我们的风险和负面影响。因此，缓解焦

虑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从更长远的眼光去看待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年的尺度里严重吗？五年

呢？更长时间呢？

一旦你开始焦虑，觉得眼前充斥着无穷无尽的问

题，试试在心里“把镜头拉远”。你可能会发现，原来你

以为就在眼前的风险与挑战，其实和你相隔十万八千

里，只是你先前被“特写镜头”困住，看不到彼此间遥远

的距离而已。 @人民日报

今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一部部国

产电影列队出阵，先后接受观众与市

场的检验。其中，既有口碑票房双丰

收的作品，也有影评和市场表现明显

乖离的争议之作，原本备受期待、上映

后意外“翻车”的作品也有几部。这里

涉及的问题是过度营销、虚假宣传、花

钱买赞。（8月2日《中国青年报》）

当下电影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娱乐

的重要选择之一。每年，无数的电影

作品在中国市场崭露头角，然而，这些

作品背后的营销手段和宣传方式，也

日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一些

电影的过度营销现象已经成为了一种

令人担忧的趋势，这不仅可能影响观

众的观影体验，也可能成为毁掉电影

的“千古罪人”。

电影营销是一种常见的商业行

为，通过多种方式对电影进行宣传和

推广，旨在提高电影的知名度和票

房。《中国青年报》的调查显示：有一

批电影引发的争议格外激烈，它们的

关键词是“营销”。起初确实是效果

明显，在票房上成为“一匹奔跑的黑

马”，而观众兴高采烈而来，却是垂头

丧气而去，发誓“再也不看某某公司

的电影了”。有的电影不重视作品的

质量，一门心思把营销放在第一位，

花钱找人写影评，花钱找人写点评，

找文化水军制造热度和话题。这些

行为虽然短期内可能提高了电影的

曝光度，但长期来看，却对电影本身

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评论区是一派

“叫好的繁荣景象”，只不过是最终让

人“看了再也不想再看”，某些所谓的

“影片”变成了“影骗”，获得了一时半

刻的利益，可是却毁掉了自己的大好

前程，成为了一幕幕海市蜃楼的虚假

繁荣。

过度营销可能成为毁掉电影的

“千古罪人”。要避免这一现象的发

生，需要制片方、宣传方、行业监管部

门和观众共同努力。只有树立正确

的发展观念、加强行业自律和监管、

提高观众鉴别能力等多方面措施相

结合，才能有效避免过度营销对电影

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中国电影市场

的健康发展。 郭元鹏

读书，在文字中寻找自己的影子
读书是漫漫长路上的苦苦求索，也是抵达自我的

最佳路径。它帮我们找到散落在人间的灵魂，让我们

在文字的世界里获得重生。有句话说得好：“总要有一

本书，去引导你进入内心的生活。”

书，不仅仅是我们看向世界的窗口，更是一面映照

自我的镜子。那些镌刻在书中的悲欢离合、生离死别、

嬉笑怒骂，总有一处，与你心心相印。你看了看书，就

像树看了看自己的叶子。看书看到最后，你会发现，字

里行间全是自己的影子。那每一行字，每一个故事，与

你不期而遇，却全是为你而来。 @新华社

北京时间 4 日凌晨，21 岁的郑钦文创造

了历史。在法国巴黎的罗兰·加洛斯中央球

场，她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为自己，也为

中国赢得首枚奥运网球单打金牌。同时，她

还是第一位站上该项目奥运会最高领奖台的

亚洲运动员。

昨天凌晨，相信许多人的朋友圈都被这

位中国姑娘夺冠的消息刷了屏。21岁、首次

出战奥运的郑钦文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直

落两盘击败维基奇，夺得了中国网球史上的

首枚奥运单打金牌。郑钦文创造了历史，瞬

间点燃了所有中国观众的热情。然而感动所

有中国人的不只是这一块奥运金牌，从郑钦

文的言谈举止中，我们分明还看到了强烈的

爱国热情和顽强的拼搏精神。

这枚金牌的取得非常不易，郑钦文经历了

高强度的背靠背作战，尤其是在挺进十六强后

她更是先后经历了两场超过三小时的鏖战。

35℃的高温天气下，对手又是女子网坛排名第

一的斯瓦泰克这样的名将。郑钦文感慨身体

已到达极限，但总感觉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

“虽然我很累，却感觉可以继续打，即使现在让

我为我的国家再打三个小时我仍然愿意再来

一次！”“无论比分是什么，我从未想过放弃，我

会在奥运赛场拼到最后一刻！”正是凭着这种

为国争光的激情和拼搏精神，她闯过一道又一

道难关，拿下了这块宝贵的金牌。

在赛后采访中，郑钦文说：“这个胜利对

我来说无可比拟、独一无二，在我心中，奥运

会比大满贯重要得多，因为国家的荣誉超过

个人，所有的艰辛在这一刻都是值得的！”在

郑钦文心中满是国家的荣誉，夺冠后她身披

国旗脸上洋溢着对祖国的热爱；她将国旗轻

轻放下满是崇敬之情……

郑钦文向我们展示的何止是奥运金牌，

回看她在奥运赛事中一路走来的旅程，关键

词似乎总是“逆转”，每时每刻都在拼搏，一举

一动、字里行间满是“为国争光”。

李娜和刘翔作为中国体育的引领者，曾经

鼓舞和激励着无数个像郑钦文一样的年轻人，

让他们获得不断前行、奋勇向上的珍贵力量。

如今，郑钦文也从一位追随者蜕变为名副其实

的引领者，她创造的历史和获得的荣誉，特别是

“国家荣誉高于一切”的精神境界，也将成为指

引更多后来者的灯塔，为他们指明方向。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