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赐稿:评读热点新闻事件，发出你的观点和声音，请发稿至黄河评论信箱：zghhpl@163.com

媒体 聚焦

假冒大学生身份，直播乱象该如何治理

据央视频 5 月 18 日报道，近日
来，华北电力大学、湖北大学、福州大
学等多所高校相继发布通知，将引入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检测服务
系统，对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毕业论文是否使用AI代写进行风险
检测，要求教师对检测出来“高风险”
论文进行指导修改，有些学校更是将
检测结果作为成绩评定和优秀毕业
论文评选的参考依据。

AI受到学生和研究者的青睐，一
定程度上显示人工智能技术更智慧、
更便捷、人性化的优势。但若人人都
开始依赖AI这个聪慧的“外置大脑”，
效率或许会提升，但相应地，知识的
点滴积累、样本的调查研究、思考的
触类旁通等难免会“大打折扣”，惰性

也会悄然滋长，对未来的教育与学术
发展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具体到论文写作来说，如果能享
受到AI从选题、开题、文献检索、框架
搭建、内容填充等“一条龙”式服务，
又何必要费尽心思去想新点子？在
没有明确的标准对AI 代写进行界定
的情形下，在论文写作中是否诚信、
坚持原创、坚守学术道德等，很可能
全凭学生一念之间。

对大学生来说，论文写作是培养
学术思维、锻炼逻辑能力、检验专业
技能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对研究
生来说，毕业论文更是直接展示了学
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水平。如果说
人人都可以使用AI进行代写，或许很
多人都不会再认真对待学业，更不会
主动地质疑和思考、探查和求证，这
损害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主
创新能力，也间接地降低了教育质
量。这些潜在的负面影响值得警惕。

某种程度上说，使用 AI 代写论
文，与找“枪手”代写并没有本质区
别。不能因为AI 是人为创造的辅助
工具，就消解了其作为学术不端行为

的严肃性。不久前通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法》，从法律上进一步强
调对代写、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的
严纠严查。而这次多所学校发布的
用 AIGC 严查 AI 代写的相关举措，
不仅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有效举
措，也是对代写行为源头上的遏制，
体现了对学风学气的肃清和对学术
诚信的重申。

应当注意的是，虽然存在着种种
风险，我们仍不可全盘否定AI在学术
研究上的独特优势。片面地将AI 完
全划分到校园之外，是不合时宜的。
在“适度使用”和“主导写作”之间，仍
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只要把握好相
应的尺度，发挥好AI在文献综述于检
索，数据分析于验证等方面的作用，
让技术真正地“为我所用”，而不是代
替人类的自觉创造，那么其正面收益
仍然是大于负面的。只不过，在如今
抄袭、代写频发的学术环境下，解决
学术不端是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
先“控制好”，再“利用好”，这是循序
渐进的，在守护好AI使用的边界上，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瞭望塔

□评论员 康钰

AI代写论文
科技应用当守好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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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项调查发现，一些主
播打着“大学生”“女大学生”等标
签进行直播引流带货的现象屡见
不鲜，甚至有人为求流量打擦边球
进行低俗直播。据了解，这些直播
间的内容覆盖面广泛，有“跳舞”
的，有“整活”的，有“陪玩”的，还有

“卖货”的。对此，多名专家指出，
如果不是大学生，却利用大学生
的身份进行直播，涉嫌虚假宣传
和欺诈。（5月21日《法治日报》）

这些主播账号看似是个人运
作，实则背后都有MCN公司，“大
学生”“女大学生”等只是个标签，都
是用来包装主播，以此换取高额的
流量和热度的噱头，这不仅误导了
真正的大学生，也损害了相关院校
的形象，更对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
构成了威胁。

本质上，主播在短视频、直播
中，提前告知观众自己的身份，或者
视频内容标签无可厚非，这可以提
高视频内容的可见性、吸引目标受
众。但关键在于，这些标签必须真
实，不能带有欺骗性质，否则，既违
反平台规则，甚至还会涉嫌虚假宣
传和欺诈。

一般来说，大学生群体相对年
轻、活跃，其身份也被赋予了许多特
殊的含义和价值，往往更容易吸引
关注和流量，或许网络平台也通过
相关算法察觉到，受众对于大学生
主播更加追捧，于是便对这种类型
的视频、直播加以流量扶持。但要
思考的是，过度偏好“标签化传播”，
过度关注主播的年龄、性别和外貌，

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
还要思考，主播假冒大学生进

行直播，为何能够屡试不爽？这背
后反映出，在追求流量和效益的驱
动下，相关平台对于内容审核和监
管的忽视，甚至故意放纵低俗、恶俗
内容的传播，为别有用心之人提供
了可乘之机。

这就要求，相关平台方切实承
担起主体责任，加强对主播身份、直
播内容的审核和监管，确保直播内容
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于涉嫌虚假宣
传和欺诈的主播，应依法依规进行严
肃处理，一经发现应立即封禁。

与此同时，网络主播也要知法、
懂法、守法，不得违反公序良俗，为
观众提供更加真实、健康、有价值的
内容；观众也要仔细甄别网络信息，
理性看待短视频、直播，避免被“标
签化”信息所蒙蔽。

目前，短视频、直播不再只是展
示外貌的舞台，内容好坏、质量高低
更是吸引受众的关键。而随着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大
多数人生活、学习、娱乐的重要平
台。正因如此，营造积极向上、健康
有序、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显得尤
为重要。评论员 任思凝

正观新闻：
菏泽南站暂停直播
别让流量冲破底线

据报道，5月 20日，菏泽南站发布
公告：“鉴于 2024年 5~7月高考、中考
等考试比较集中，且菏泽南站附近学
校设有考点。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
的学习、生活和考试环境，菏泽南站将
不再举办各类文娱活动。”

最近的菏泽南站可真是热闹，郭
有才爆火出圈后，不少网红跟风来到
菏泽直播。查了一下地图，菏泽南站
周围确实有不少学校。学校内是埋头
读书的学子，出了校门就是蹭流量爆
火的主播们，不知道孩子们看到这一
幕会作何感想，又是否能够沉下心来
读书？城市的未来究竟是要依靠学校
里埋头苦读的孩子们，还是跟风的主
播们，菏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快速
爆火、快速降温的流量应当带来思
考。不可否认，直播平台给了无数人
追求梦想的机会，但这条路上，我们依
然要坚守底线，保持良知，创造力和价
值才是直播的意义。

中工网：
言论被伪造、身份被假冒
“罗翔”们的困扰应有解

教人育儿、养狗、炒股、做女人，这
些“离了大谱”的“罗翔”不是真的！近
日，知名法学教授罗翔公开辟谣，表示
他一直使用并更新的社交媒体只有

“罗翔说刑法”B站号、公众号和喜马拉
雅，其他社交媒体早已停更多年。

之所以特别澄清，是因为罗翔发
现其他社交平台有不少账号打着他的
旗号招摇撞骗，给他和相关人士造成
了困扰。言论被伪造、身份被假冒，罗
翔这份苦恼并不是个例。不仅误导了
公众的认知，也混淆了视听，还可能损
害名人的声誉。这类行为不仅侵害了
名人的权益，而且涉嫌诽谤欺诈，触及
了法律红线。网络空间让诸多人生
活、工作离不开，其中的信息真真假
假，不可尽信。保持理性、保持思考，
不轻信、不盲从，是人们参与网络生活
需要具备的重要素养。

南方都市报：
年轻人整顿婚礼
追求的是让新人做主

一年一度“5·20”，一部分年轻人在
领证秀恩爱之余，开始出手整顿婚礼。
告别繁杂冗余的俗套，转而增添个性和
创意，比如取消传统的婚礼流程，把婚
礼办成Party等，主打一个简约。

前些年的一项调研数据显示，90
后和95后的年轻人反感婚礼中的繁琐
流程、形式主义、摆拍和煽情，希望享
受结婚过程中的幸福体验，获得被认
可的情感满足。数据显示，过去有42%
的新人会在实际花费中超出预算，实
打实的“降本增效”之后，年轻人办一
场婚礼的平均花费有望从现在的平均
数值 17.4 万元猛降。实事求是地说，
一场高质量的婚礼应该很有仪式感和
浪漫气息，投入时间和精力来营造出
专属两人的高光时刻，这种仪式感和
成就感自然无与伦比。但这与俗套的
流水线婚礼不相关，后者更多的只是
落入形式主义圈套的委曲求全，被整
顿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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