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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普通用户创作不妨适当放宽，多做柔性提醒，促进用户体验热点 话题

据九派新闻报道，有网友反
映，抖音经常出现将“钱”读成

“米”等情况。该网友质疑：“抖音
到底允不允许用户提及‘钱’‘死’
这类字眼？字幕上故意出现的各
种错别字让人不适，是不是也应
该透明澄清一下，顺便治理治
理？”对此，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
回应称：“这个分情况，电商场景
等一些营销场景，主播的表述要
遵循相关法律法规。”

近日，抖音宣布了推进平台
治理透明化的十项措施，内容涵
盖网络辟谣、防网暴、防沉迷、算
法公开、突破信息茧房等。其中
最受关注的，当属算法透明化。

互联网是个驳杂的世界，技
术日新月异的同时，网络谣言也
层出不穷。因此，我们需要遵守
相关规则，守住言论自由的边界
和底线。拦截涉及色情暴力及具
有煽动性内容等类型的“敏感
词”，从维护网络健康生态的立场
上，的确很有必要。

当然，“敏感词”不能过于敏
感。日常生活中，网友发言不可
避免会带有一些“敏感”成分；不
少网友也都遇到过因“敏感词”检
测过于灵敏，而莫名被限制的情
况。这一方面破坏了网络表达的
习惯，影响正常沟通；另一方面，
催生了利用谐音字、变体字、缩写

等逃避检测的“暗语”，平添语言
障碍。可以说，以偏概全地规范
网络表达，更容易把路走偏。

“敏感词”划定应更加准确，
应能具体区分用户、区别使用场
景。在不干扰正常表达的前提
下，平台需加强审核管理，及时拦
截并处罚传播色情低俗、违规引
流交易、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
为。相比之下，对普通用户创作
不妨适当放宽，多做柔性提醒，促
进用户体验。

除此之外，平台有义务做好
规则介绍，及时答疑解惑，尽量消

除规则信息不对等的情况。据介
绍，“钱”读成“米”这种词很多是
以讹传讹，多是用户对平台规则
不了解所致。但这不全然是用户
的问题。不可否认，加强对不规
范用语的提示，将规则完整准确
地公开，与广大用户沟通了解，是
平台规则不断透明、产品不断完
善的重要过程。

以算法为“敏感词”划界。总
而言之，推动算法和平台治理透
明化，首先在于对算法的完善；倡
导规范表达，则在于消除对规则
的误解。 评论员 韩静

“钱”读成“米”？完善算法为“敏感词”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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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
□据《北京晚报》

寒假临近，不少旅行社开始盘
算推出研学项目。近日，北京市文
旅局发布《北京市旅行社组织或承
办未成年人研学旅游服务规范（3.0
版）》，对全市旅行社组织研学旅游
服务提出具体要求，其中明确规定，
严禁打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名
校的旗号收客，应从有关高校为中
小学校提供的正规团队渠道办理预
约申请。

清华北大这两所顶尖学府向来
为家长和孩子所向往。到清北研
学，能让孩子感受到校园内的怡人
美景、厚重的历史气息、浓厚的学术
氛围，给孩子一个拓展眼界、接受文
化熏陶、树立远大志向的机会。为
了满足游客需求，每到寒暑假，清华
北大也会敞开大门，免费供游客参
观游览。

近年来，清北的公益项目，成了
某些旅行社眼里的唐僧肉，打着清
北旗号的研学游乱象频出。据报
道，有的旅行社推出4980元“清北研
学夏令营”，实际上只在学校门口拍
拍照；有的口口声声清华大学一日
游，却把孩子带到与清华一墙之隔
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有的宣传
说是“游览清华北大校园”“清北学
霸随队”，在实际行程中却把清北游
学点位取消了……钱花了，孩子们
连清华北大的样子都没见到。

之所以出现种种“货不对板”，
是因为旅行社要么没有预约进不去
清华北大，要么只是把孩子带到清
华家属区看看居民楼，以为这样就
算是“到”了清华。所谓的清北一日
游、深度游、研学营，既没有深度，也
没有研学可言，只不过是旅行社用
来吸引顾客的“广告词”。部分旅行
社看准了家长和孩子对清北的期
待，把这两所高校的名头当成营销
的噱头，营造名校焦虑，为的就是让
家长交钱。

有名无实的清北游，让孩子和
家长平白遭受损失。就为跟校门合
个影，很多孩子暑假在大热天里排

队等待，晒得够呛，还满心失望。家
长本想帮孩子增加名校体验，却白
花冤枉钱，心里也不好受。此外，据
报道，由于有研学团用违规手段抢
占清北预约入校名额，导致本来想
正常入校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反而进
不去了，这又让倒卖入校名额的黄
牛们有了可乘之机。旅行社的违规
之举，严重扰乱了高校研学游的正
常秩序。

北京市文旅局此次发布的研学
旅游服务规范，对旅行社宣传推广
乱象作出了针对性规定。除了禁用
清北名义揽客，规范还提到旅行社
必须真实、清晰、准确明示研学旅游
课程内容、师资情况，是否进入学校
参观和体验等关键核心内容，严禁
用夸大、模糊、偷换概念、语焉不详
等方式虚假宣传揽客组团。相关规
定给旅行社研学游宣传画出红线，
既是叫停虚假宣传，也是在帮助旅
行社研学游健康有序发展。

研学游，目的是让孩子“游有所
研”“旅有所学”。家长也不妨少些
名校焦虑，只要孩子能有所收获，去
学校还是去田野，不都是很好的选
择吗？

禁用清北名义揽客！
高校名头不是研学游的噱头

北京日报：
“秒没”的消费券
不能成“黄牛”的生意经

一边是普通消费者“掐点到毫秒”抢
券，一券难求；一边是“黄牛”明码标价，
公然倒卖消费券。近日媒体调查发现，
多地提振消费投入“真金白银”，却频频
被“黄牛”截胡。

消费券的本质是有价票证，我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倒卖有价票证属于
违法行为，会受到行政处罚。据报道，

“黄牛”常常以团伙为依托，以技术为武
器，通过虚拟定位软件突破地域限制，再
结合自动化软件“抓包”技术，实现大规
模抢券，最后通过二手交易平台“销
赃”。对此，还是应当关口前移，在消费
券发放环节做好规则设计，采用身份证
抢券等方式加强对领券用户的身份审
核，同时严格消费券的过期作废机制，遏
制“黄牛”囤货。另外，网络平台也应加
强自律，及时更新搜索关键词、及时下架
涉嫌违法违规的商品，同时配合追查消
费券转让和倒卖线索，彻查“黄牛”。

羊城晚报：
AI“带偏”政策信息：
一个需要共同应对的新问题

“自 2025年 1月 1日起，宁波市将免
费乘坐公交车的年龄从70周岁降低至65
周岁……”如果你通过AI咨询“多大年纪
的老年人在宁波可以免费乘坐公交”等的
相关问题，可能会获得这样的答案。然
而，这却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假消息。

近年来，各类生成式AI技术及其应
用迅速发展和普及，在带来诸多便利的
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风
险。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AI生成虚
假信息带来的误导。对不同 AI 大模型
咨询“免费坐公交的年龄标准”问题，得
到“五花八门”的回答，就是一个有代表
性的注脚。它的背后，是如何防范被AI

“带偏”这个“新问题”。就目前来看，有
两个方面需要尽快引起社会的重视。一
方面，AI大模型在加快数据模型优化升
级的同时，也应逐步完善相应的风险提
醒机制。另一方面，要倡导建立一种新
的大众数字素养，或者说新的获取优质
信息的能力。

南方都市报：
打顺风车被丢高速路边?
顺风互助不能给人添堵

近日，一名 19岁大学生在短视频平
台发布消息称，自己乘坐“嘀嗒出行”顺
风车时，被司机在高速路上赶下车，“司
机将其拖拽下车时致其脚踝受伤”。据
了解，司机李某某因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已被行政拘留。

这起因乘坐顺风车引发的矛盾，可
以说是各执一词，公众的热议也与其中
牵涉的诸多细节有关。直接引起大家注
意的，莫过于乘客被司机在高速路上赶
下车。在此之前无论有何矛盾，这一行
为无疑都十分危险且违反平台规则、交
通法规。对此，平台相关负责人也表示，
目前，涉事车主账号已被永久封禁，已向
警方提供录音等，正协助相关部门积极
处理中。说到底，顺风车这一出行模式
已出现多年，相关规范也越来越完善。
平台也应该进一步完善监督、投诉机制，
夯实自身责任、有效保障司乘双方权益，
为司机乘客带来更多便利，才能让顺风
车真正“顺”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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