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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晴是重庆一家教育
培训机构的英语老师，每
周末给初中生上课。她发
现，一下课孩子们就聚在
一起玩手机游戏，热火朝
天。“防沉迷系统压根啥也
防不住，这么长时间，还没
听说过哪个孩子因为防沉
迷系统不能玩游戏的。”黄
晴说。

山西晋城市凤城中学
初三学生的家长赵小芳告
诉记者，孩子回家一写完
作业就玩手机游戏，有时
候一玩就到半夜。虽然
知道有防沉迷系统，也设
置过，但感觉没什么用，
孩子该玩还是玩，想啥时
候玩都能玩。“这又放假
了，家长要上班，孩子自己
在家就更管不了了。”赵小
芳说。

记者采访发现，这一
被广大家长寄予厚望的青
少年防沉迷系统，在迷恋
网络的青少年眼中形同虚
设。对于这一系统带来的
影响，很多未成年人十分
淡定：“要想绕开那个系统
很容易。时间到了先退出

登录，再打开用游客模式
玩，基本没什么限制。”

“现在女生玩装扮类
和养成类的游戏比较多，
虽然都需要实名认证，但
我用妈妈的微信就能登
录。很多游戏都是这样，
微信、QQ登录以后就不会
再问其他信息了，默认你
是成年人。还有很多网页
上的小游戏不需要注册登
录，直接玩。”

“很多游戏要用身份
证登录，但不需要人脸识
别，有的同学甚至在网上
随便找一个通缉犯的信
息，把其身份证号输进去
就可以玩了。”

记者调查发现，“如何
破解青少年防沉迷系统”
还成为各大搜索引擎的热
搜词。记者在多个搜索引
擎和视频网站上搜索“防
沉迷系统”，出现了大量破
解攻略。搜索引擎还会推
送售卖破解防沉迷系统的
网站和软件。在一个“解
除防沉迷网站”上，一个破
解防沉迷系统的商品价值
为60元。

2月3日拍摄的黄河壶口瀑布（无人机照片）。近日，受气温回升影响，黄河壶
口段冰消河开，冰封了近一个月的壶口瀑布再现奔腾咆哮的壮美雄姿。 新华社发

要想绕开很容易！

青少年防沉迷系统“防了个寂寞”？
新华社电 目前，各地纷纷开启寒假模式，不少家长希望通过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控制孩子上网的时长。
青少年防沉迷系统是在国家相关部门的推动下，由各主要游戏、视频、直播等网络平台推行的软件系统。进入

“青少年模式”后，用户的使用时段、在线时长、服务功能等会受到限制，且只能访问青少年专属内容池。
但记者调查发现，这类系统存在不少漏洞，实名制形同虚设，有的孩子甚至在网上随便找个身份证号码就顺利

登录了。此外，网上还流传各种几十块钱的攻略，轻松破解系统限制。一些家长戏称，防沉迷系统“防了个寂寞”。

目前，各平台的青少年模
式仍然依靠用户的自主选择，
如果没有家长监督，未成年人
完全可不选择此模式。

记者在部分直播平台上
体验时发现，即便在个人资
料里填写未成年人的年龄信
息，系统也不会自动跳转青
少年模式，必须手动设定。

记者在部分农村地区采访
时看到，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一

些青少年由老人照顾，这些老
人连手机操作都不熟悉，更不
知道何为青少年模式。一些放
假在家的学生一旦手机在手，
就少有限制，往往沉迷其中。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熊丙奇认为，政府要推动建立
统一的强制性防沉迷系统，要
求各平台系统联网、信息共享，
同时同步处理未成年人的数
据，“比如一个孩子在某个平台

上玩到规定时限后，这一天在
其他平台上都不能再玩”。

“要解决青少年沉迷网络
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技术。”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表示，家长和学校都要
引导孩子，让孩子拥有广泛
兴趣爱好和丰富的课余生活，
学会如何安排时间。“孩子的
主体性增强，就会认为网络只
是个工具，不会沉迷其中。”

记者了解到，虽然相关规
定已明确网络游戏必须实名注
册，但不少平台“打折”落实。

很多平台通过第三方账
号登录规避了实名制监管。
记者下载了多款热门游戏、直
播、短视频APP，发现大部分
都可以通过微信、微博、QQ等
第三方账号登录，在这个过程
中，并不会甄别用户身份。

有的平台虽然要求实名
制注册，但只认身份证不认
人。有一些青少年会用家长
的号码登录，有的随意在网上
找个身份证号码就能登录。

此外，很多平台设置的“游
客模式”不需要任何身份验证，

为青少年开了“方便之门”。
一名中学生告诉记者，

很多游戏用游客模式可以玩
一个半小时左右，等时间到
了关掉再重新打开应用，又
能玩一个半小时。记者用安
卓系统下载了一款名为“斗
罗大陆”的手游，在访客模式
中连续玩了近两个小时，没
有任何时间限制的提示。

记者调查还发现，有的平
台重前期准入轻后期甄别。
不少受访青少年告诉记者，一
些平台的准入很严格，必须刷
脸，但之后就不会再查，很多
青少年会找成年人帮忙。“有的
找家长，很多是找爷爷奶奶，

稀里糊涂就帮着刷脸认证
了。有的会去网上花钱找成年
人代实名。”一名初中生说。

山西省太原市第四十八中
学校一位初中生告诉记者，在
他常玩的一款游戏公告栏上，
常常会有人发帖，请求别人有
偿帮忙解除防沉迷系统，用谐
音字就可以避开敏感词审查，
花钱请人刷个脸，很长时间内
都不会再检查。此外，不同平
台各自为政，也让防沉迷系统
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作用。
不少家长直言，就算所有平台
都设置了青少年模式也没用，
“孩子这个玩一会儿，那个玩
一会儿，一整天就过去了。”

平台“打折”落实注册实名制网上找个通缉犯的身份证号就能登录
花60元买攻略破解限制

警惕企业对未成年人进行数据和社交绑架

冰消河开 壶口瀑布又奔腾
新华社电 2月3日，迎

来 2021年的“立春”节气，
2022年的“立春”节气在2月
4日，而即将到来的农历辛丑
年（俗称“牛年”）从2021年2
月12日开始到2022年1月31
日结束，刚好避开了这两个
“立春日”，从而出现我国传统
历法中的“无春”现象，这样的
年份也被称为“无春年”。

农历“无春年”是如何
形成的呢？中国天文学会
会员、天津市天文科普专家
林愿解释说，这是农历年长
度有的年份短于、有的年份
长于回归年的缘故。

本世纪 100年的统计显
示，“一年两头春”的年份有
37次，“无春”的年份有37次，

“年初立春”的年份有12次，
“年末立春”的年份有14次。

林愿强调，“无春”只是
没有“立春日”，并不是说没有
“立春”节气。就 2021年来
说，2月3日至2月17日的这
个时间段都属“立春”节气范
畴，而农历辛丑年从 2月 12
日开始，恰在“立春”节气内。

“无春年”往往在民间被
称为“寡年”“哑年”“黑年”，关
于它的说法也有很多种，其
中最为普遍的一种是：“寡年
无春，不宜结婚”。对此，林愿
等天文科普专家明确表示，
“无春年”是正常的历法演变，
与婚丧嫁娶、吉凶福祸毫无
关系，公众不要盲从，更不要
相信这些迷信说法。

即将到来的农历“牛年”现“无春”现象
不宜嫁娶？莫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