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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灾害，应传递真实、准确的信息，助力救援、安抚人心，切勿借机哗众取宠、渲染灾难热点 话题

AI生成“地震被压废墟男孩”
岂能如此渲染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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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
高校学分互认
真正实现“学无止境”

据《科技日报》报道，不久前，湖南省
教育厅印发《岳麓山大学城高校学分互
认、后勤共保、设施共用实施方案（试
行）》，明确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
大学3所高校实施课程互选、学分互认。

所谓学分互认，指的是学生在修习
本校开设的课程之外，还可选修其他院
校的课程。这些外校课程的学分可以转
换为本校学分，同样，本校课程的学分也
会被其他学校承认。目前，学分互认机
制也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一种较为成
熟和普遍的做法。高校学分互认作为其
中的重要一环，为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
供了更多可能。通过学分互认，学生能
够跨越学校界限，享受到多元化和高质
量的课程，这无疑是推动教育公平与质
量提升的重要举措。所谓“学无止境”，
期待学分互认政策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
到进一步推广和应用，为高等教育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南方都市报：
“猫贷”套路固然太深
领养者恐怕也需要反思

日前，有媒体对打着免费领养宠物名
义的消费陷阱作了曝光。从相关案例看，

“猫贷”无非是一些商家在人流量较大的
商场开设宠物领养馆，以“宠物粮保障计
划”等名义，要求消费者以分期购买猫粮、
猫砂等宠物用品的方式进行免费领养。

表面看，这一切并无异常，只是领养
者收到的宠物用品价值与购买价差距悬
殊，在一些个案中，约定的价格甚至是自
行购买价的 3倍以上。不少人的第一反
应是：这样的“猫贷”不违法吗？甚至在宠
物猫死亡后，还得继续还贷？而按照律师
的说法，只要店家没有隐瞒关键事实，又遵
循双方自愿原则，多数“猫贷”合同都是有
效的。此外，凭借免费领养这招，宠物店还
将宠物的健康保障责任摘了个干净。反思

“猫贷”陷阱，除了指责宠物店“良心坏了”，
可能还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当你面对猫
猫狗狗，在爱心和宠溺里沦陷的时候，殊
不知不良商家的陷阱也正准备收网。

北京晚报：
出国拍戏成陷阱
跨境反诈须升级

“万分紧急！演员王星赴泰国进组
拍戏，在泰缅边境失联。”1月 5日，一条
网络求助帖引起广泛关注。据报道，经
过多方努力，王星最终获救。

近年来，跨国诈骗十分猖獗，催生了
网络赌博、偷渡、人口贩卖等一系列违法
犯罪行为，威胁着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
为防止诈骗网络滋生蔓延，我国从开展

“断流”“断卡”“长城”等专项行动要求缅
北中国籍网赌电诈分子限期回国，到去年
铲除缅甸电诈“四大家族”，再到持续打击
诈骗团伙、审理诈骗案件，展现出对跨境
诈骗零容忍的决心。然而，境外诈骗并未
彻底销声匿迹。此前，曾有其他演员察觉
到剧组不对劲，马上在社交媒体账号上找
到剧组宣称的泰国导演询问，得到对方

“不是本人，请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的
回复，最后该演员成功脱险。打击跨境诈
骗是场持久战，需要各方形成合力。希望
境外诈骗能销声匿迹，不要让下一个“王
星”落入诈骗新戏路。

1月 7日 9时 05分，西藏日喀则
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灾情牵动
人心。据红星新闻报道，与此同时，
一些关于灾情的虚假信息也在网络
上公然传播，对公众造成了不小误
导。其中，一张“被压废墟下的小男
孩”图片引发广泛关注。但经查证，
上述图片由AI创作，且平台也在相
关视频下方给出文字提示：“疑似使
用AI生成技术，请谨慎甄别”。可虽
有提示，不少网友仍被误导，并在留
言区关注男孩生命安全。

追溯事件始末，可以得知，这
张“被压废墟下小男孩”图片来源，
是原始作者在 2024年 11月 18日发
布的相同画面短视频，当时已明确
标注是AI生成。而后续传播中，部
分转发者将其与西藏日喀则地震
关联，却未注明AI生成，导致误传
泛滥。

或许，原始作者在生成该图片
时，并无其他意图，但有关灾情图片
岂能肆意制作？后续转发者或出于
善意关注，或意在博取流量，但无论
目的为何，在灾害面前，此类虚假图
片都会夺公众之瞩目，淆乱救援者对
灾情之研判与施救，其害匪浅——不
仅消费公众情感，也扰乱公共秩序，
甚至可能会引起社会恐慌情绪。

AI生成内容需谨慎使用，否则
将会面临法律责任。肆意用AI技术
生成地震受灾严重画面，甚至编造
谣言，图文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且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等，属扰乱公共
秩序行为；另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相关规定，发布者编造虚假险情、疫
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

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可能会面临严重刑事责任。

细究发现，此类AI生成虚假照
片被广泛传播，暴露诸多问题。其
一，AI软件生成图片无任何风险提
示，用户随意输入关键词，便会自动
生成多张相关图片。其二，短视频、
社交媒体等平台审核、监管滞后，AI
生成图片往往在发布后才会被识别
和审核。

事前不干预、事后才处理，这显
然是不合理的。内容一经发布，就
意味着存在被大量转发、评论的可
能性，其传播速度自然不可低估。
若相关内容已经被广泛传播，再进
行标记、下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如
何消解？

更深层面上，应该将此事件视

为一个反思契机——AI技术愈加完
善，生成内容也将增加，彼时，在短
视频、社交媒体等平台上，或将出现
虚假信息与真实信息共存、交融的
局面。鉴于此，相关部门要完善法
律法规，加大对虚假信息打击力度；
平台应加强监管，完善审核时效、制
度、技术等，对用户发布内容进行有
效甄别，对于疑似AI生成内容，及时
进行标注、处理；公众也要提升辨别
能力，在按下转发键之前，仔细甄别
信息来源与真实性。

技术无温、人性有热，唯守人性
底线，方定技术之界。面对灾害，应
传递真实、准确的信息，助力救援、
安抚人心，切勿借机哗众取宠、渲染
灾难。
评论员 任思凝

2024年11月18日
发布的短视频，明
确标注是 AI 生成
视频截图

一串串晶莹剔透五彩斑斓的水
晶，年轻人正为之疯狂。1月 8日，
封面新闻报道，从几十元到上千、万
元不等，充满“玄学”基调的水晶让
年轻人上头，他们将代表不同寓意
的各色手串纳入囊中，还在不断涨
价的水晶也迎来部分消费者质疑：
这到底是“割韭菜”还是真疗愈？

年轻人之所以购买水晶，主要
有两方面的原因。一者，受“疗愈经
济”吸引，有人相信佩戴水晶可以带

来好运、健康以及内心的宁静。二
者，受“颜值经济”影响，也有人单纯
觉得水晶好看且性价比高，无论当
作装饰品还是首饰，都能增添美
感。水晶爆火并非偶然，其背后积
极的心理暗示，成为年轻人为情绪
买单的动机。

一分价钱一分货，水晶品质和
市场供需决定了其价格高低。但因
玄学营销、明星效应助长导致水晶
严重溢价，真的合理吗？几十元的
水晶在直播间卖几百元、靠美颜滤
镜把低货变高级、用人造水晶冒充
真水晶……这些，让不少消费者感
到落差，甚至被欺骗。货不对板，极
易变成“割韭菜”。

纵观水晶市场，虽前景广阔却
面临不少挑战，特别是缺少行业标
准体系及严格的市场监管保障。为
促进其健康发展，应尽快完善水晶

制品的分类分级标准，确保产品信
息的真实性和透明度。同时，相关
部门需强化监管，严厉打击以次充
好、漫天要价等乱象，维护市场正常
秩序。一言以蔽之，既然是商品买
卖，必须有公平合理的规则、牢固明
确的底线。

水晶厂家和商家应坚持做真货、
做好货，别把心思过多用在营销上，
更别动歪心思欺骗顾客。毕竟，商机
再难得，也比不上消费者信任和支持
来得珍贵。至于广大消费者，谨记

“多看少买”的四字箴言——先学
习，再入手。多看科普知识，切勿轻
信营销。不妨先练就一双能辨别水
晶品质的“火眼金睛”，再去市场里
好好历练。

水晶作为一种天然矿物，不可
能完美无瑕；之于市场交易，却要尽
可能地剔除“杂质”，返璞归真。

火爆的水晶手串
“割韭菜”还是真疗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