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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青年投身“银发经

济”是一种相互成全
近期，展现养老院生活的系列短

视频“哏都养老院”在网络上刷屏，一
群平均年龄超75岁的老人，把人生经
验用乐观、豁达的态度淋漓尽致地展
现出来。短视频的制作者是 90后青
年陈卓，他毕业后回到老家天津，成
为投身“银发经济”的青年中的一员。

当前，一些80后、90后青年积极对
接“银发经济”需求，有的做起老年人照
护师，帮老人翻身拍背、喂水喂饭……
有了年轻人的参与，老年人的康养就有
了更多青春气息、更多生机活力。与此
相对，在对接“银发经济”需求的过程
中，很多青年也找到了创业的风口、事
业的平台、工作的意义，这种银发与青
丝的彼此互动，实则是一种相互成全。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
子女多些关心关怀，相关部门多些温情
以待，社会上多些可靠的养老服务，终
将老去的你我，才能安享幸福晚年。

中青网：
理解年轻人的“过

年回家焦虑”
春运大潮序幕拉开，离乡打拼的

“候鸟”们到了该回家的时候。这时，
有人心中唱着“曾经志在四方少年，
羡慕南飞的雁”；也有人感受到压力、
紧张，甚至焦虑，默唱的歌词也变成

“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
禁笑这近乡情怯仍无可避免”。

这些情绪其实不难理解。在外工作
学习的年轻人，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对生
活方式有着较大的自主裁量权，而且无
论暂时处于顺境还是逆境，都形成一套
自洽的闭环逻辑，并为之默默努力。但
在回到家之后，面对父母的“检阅”，自己
从生活的“甲方”变成了“乙方”，难免会产
生紧张情绪。但也有很多网友说，不必
过度放大这种紧张，与其说是要学着与
父母和解，不如先与自己和解。从另一
个角度说，回家的这段时间，也是对于原
始生活观的一次回归。所以，放下顾虑，
踏踏实实、开开心心地回家过年吧，相信
来年的生活一定会更好。

中工网：
用“魔法”换车厢安

宁，实乃无奈的“下策”
1月 27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称，坐火车时，对面的小孩一直
尖声吵闹，还多次踩到或踢到自己。
在与孩子的家长沟通未取得效果后，
该网友突然“发起了疯”：学狗叫、大
声唱歌……结果孩子家长“吓得不
行”，整列车厢都安静了。

这段“魔幻”经历很快在网上引发
讨论。赞成者中，有人觉得这像一篇

“爽文”，自己如果在现场一定会力挺
该网友。反对或质疑者则称，如此“发
疯”与小孩子吵闹没有本质区别，成年
人应该有更成熟的应对方式。过去几
年，关于公共空间文明与秩序的讨论
愈发受到关注，这说明人们对社会文
明有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讲文明、
有礼貌、提高个人素质，越来越多的人
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并且在努力践行。
现实中，绝大多数进步都非一蹴而就，
只有走过弯路、经过蹒跚，少数人的

“魔法”才能变成大多数人的共识。

电影《流浪地球2》中，刘德华饰演
的父亲让意外身亡的女儿丫丫，以“数
字生命”的形式继续存在，这一幕映入
现实。据《都市快报》1月30日报道，浙
江金华的吴先生想用人工智能“复活”
他去世的儿子，为此找过多个技术团
队帮其实现。其中一个初创团队专注
于AI疗愈，自2023年5月至今，该团队
已为 600多个家庭提供AI克隆服务，
其中超半数为失去子女的年长父母。

9 个月的时间，完成 600 多单 AI
疗愈服务，这还仅是一家初创企业的
成绩单，足见市场对于AI“复活”逝者
技术的需求不小。而服务的客户大多
为年长父母，更突显了这门生意所涉
及的情感和情绪的复杂性。

很多人对 AI“复活”逝者的最初
印象，来自去年清明期间，一位 00 后

UP 主利用 AI 工具还原已故奶奶，并
和她对话。当时，对此举的评价就众
说纷纭，有人赞扬其创新与深情，也有
人质疑其伦理和情感边界，还有人鼓
励他“向前看”。而吴先生的做法再度
引发了类似评价。

无论赞同与否，科技在缅怀逝者
方面所给予的温暖与慰藉，都不应被忽
视。它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服务，更是对
生者情感需求的回应。而这种技术也
在不断地更新迭代，以满足人们的要求
与期望。抱着审慎的态度去尝试，只要
能够对生者有益，那就是有价值的。因
此，对于这种技术的应用，应当尊重每
个人的选择，没有必要一概而论。

然而，这项技术所存在的隐患也不
容忽视。从法律角度来看，“复活”照片
所运用的“深度伪造”技术，可能导致个
人信息泄露，并对当事人的肖像权、名
誉权等权益造成潜在威胁。甚至，如果
将“换头术”用于人脸识别并涉及财产
处理等，还可能触及刑事犯罪。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创造一个
AI仿真亲人，在短期内或许能够提供
一定的安慰，但长远来看，可能会使人
更难以完成对亲人的告别和哀悼。仿

真亲人的自欺性质，决定了它不是解
决哀伤的根本方法。此外，由于此项
技术尚不成熟，难保在应用过程中不
会增添其他困扰。

在道德伦理方面，也衍生出一系
列思考：使用逝者的影像样本训练出
来的“亲人”，是否还能被视为那个曾
经认识的人？如果沉溺于被技术复原
的“亲人”陪伴中，该怎么办？“不走出
来”的状态，可否也成为人面对生死离
别时的一种选择？

正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AI“复
活”逝者的服务目前仍处于谨慎探索
阶段。监管部门应当防患未然，从立
法层面规范人脸识别技术，限制AI伪
造技术的应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相关企业不仅需要精进技术，更应自
觉抵制技术的滥用，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并提醒客户警惕AI换脸诈骗等。

只有当科技与人性之间达到平
衡，AI“复活”逝者的技术才能真正为
人类带来福祉。关于这一话题的讨
论，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要珍惜当下，重
视现实的陪伴。对于那些深陷哀伤的
人来说，相比虚拟现实，专业的心理咨
询和辅导往往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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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用AI，“数字生命”才更有意义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周也琪

在追求择偶效率的同时，不忘情感的纯粹和人性的温暖，才能真正找到那个与自己相契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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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为了扩大社交范围，尽
快“脱单”，一些单身青年选择进入
短视频直播间。在直播间，相亲者
的身高、颜值、职业、收入、房子、车
子等基本条件摆在明面上，被一轮
一轮地打量和筛选。一些幸运的
年轻人在这里找到了合适的相亲
对象，但也有人遇到了“套路”和

“陷阱”。一些相亲直播间没有审
核机制，就会有“情感骗子”混进
去。（1月30日《中国青年报》）

相亲一事，古已有之。随着时
代的发展，相亲的形式也不断与时
俱进。如今，直播间相亲可以快速
地让陌生人建立联系，而将个人基
本信息摆在明面上，也可以让相亲
者客观地分析筛选出适合自己的
人选。这不仅能提高单身青年的
择偶效率、扩大择偶范围，还减少
了婚恋中的信息不对称。

然而，直播间相亲的“春天”，
未必是相亲者的“春天”，其中也存
在诸多风险。一方面，直播间内男
女嘉宾的信息真实性缺乏保障，部
分嘉宾会刻意隐瞒自己的婚姻状
况，明明是离异状态，却谎称自己
未婚；另一方面，嘉宾常常以相亲
之名提出财物要求，在刚接触时显
得很真诚，但在未曾谋面的情况
下，就向对方借钱；甚至有的相亲
直播间本身就是一个大陷阱，主播
串通他人，一唱一和“忽悠”嘉宾，
不断引诱他们刷礼物。

事实上，不管是传统婚介所、
线下红娘，还是直播间相亲，保证嘉

宾的信息真实可信，是最基本的要
求。因为如今，单身青年的基本情
况被转化为可供计算的数值，例如
身高体重、职业收入等，而一旦信息
有误，筛选出来的对象则会不符合
自己的期待，心理上会受影响。

还要知道，诸如性格、情感价
值观等感性的东西无法量化，过于
依赖个人信息，很可能会错失有缘
人。再者，在直播间择偶过程中，
不排除部分嘉宾抱着试一试的心
态，不愿意全身心投入，这给婚恋
的稳定性带来潜在威胁。

相亲直播间受到广泛关注，说
明其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不能沦
为“藏污纳垢”之地。要认识到，直
播间相亲只是一种交友工具，既有

真情也有套路，不必期待过高，毕
竟，这种工具不能为解决婚恋难题
提供“直接答案”。

要想让相亲直播间充分发挥
积极作用，短视频平台就要加强实
名认证和审核机制，确保嘉宾信息
的真实性；同时，要倡导健康的婚
恋观，避免过度物质化。此外，单
身青年在参与直播相亲时也应保
持理性，不盲目追求“硬性”条件，
而应注重内在品质和双方情感的
契合。

一言概之，只有当我们在追求
择偶效率的同时，不忘情感的纯粹
和人性的温暖，才能真正找到那个
与自己相契合的人。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任思凝

直播间相亲的“春天”
未必是相亲者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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