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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任思凝

对于明星发论文，不必过度夸赞，也不必严加苛责，理性看待即可热点 话题

“AI预测宝宝长相”
折射出的不仅是娱乐

近日，一位市民反映，她在某电
商平台付费 8.8元下单四维超声图
AI预测胎儿长相。一开始，她感到
商家反馈的生成照片和彩超影像有
几分相似，但当其他宝妈将生成图
分享出来时，她才发现，宝宝们竟然

“撞脸”了。当她向卖家申请退费
时，商家怀疑其是同行在搞鬼，拒绝
退费。（6月24日上观新闻）

AI预测宝宝长相，以一种娱乐的
方式，满足很多准父母的期待和好奇
心，让他们可以提前看到未来宝宝的
相貌，由此获得一种情绪价值。

的确，AI预测宝宝长相，可以通
过一些算法和数据，对图像进行处
理和推测，但只能作为娱乐和参考，
并不能完全依赖和相信。

一方面，四维超声图本是为了
看清胎儿肢体、五官等是否健全，其

展现的画面信息可能模糊不全，甚
至没有正面的五官信息，若以此进
行推测，其科学性和准确性需要打
上一个问号；另一方面，真实胎儿在
母体发育以及出生过程中可能会受
到遗传、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响，AI
很难准确预测出最终模样。

对于“AI预测宝宝长相”使用了
何种技术，一家售价8.8元的店铺客
服表示是Midjourney制图工具。实
际上，这只是美国一个工作室研发
的AI制图工具，官方中文版仍然处
于内测中。或许正因如此，很多卖
家看到商机，当然，也不排除其通
过“二道贩子”等代理服务的方式，
为国内用户提供镜像服务获得生
成结果。

进一步来看，如果商家在提供
服务时存在欺诈行为，比如使用固
定模板或伪造结果来欺骗消费者，
让宝宝们频频“撞脸”，那么，就违
反相关法律法规，是要承担法律责
任的。

不仅如此，一些应用软件也上
线“四维AI预测宝宝长相”的拍摄功
能，其要求用户将诊断报告放在摄
像头前，并露出孕妇的名称、年龄等

信息，更有甚者要求提供宝宝父母
的人脸信息。预测宝宝长相，却要
提供其父母的身份信息，这些应用
软件的真实目的自不待言。

本质上，“AI 预测宝宝长相”只
是一个工具，技术没有善恶，重要的
是如何使用它。哪怕是一些正规软
件，其功能也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
非法使用。所以，平台要采取必要
的手段和措施，防止技术被滥用，对
于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
也要及时采取处置措施，切实肩负
起责任。

与此同时，商家应该在商品详
情页面进行明确告知，不得误导、欺
骗消费者，或侵害消费者的个人隐
私等各项合法权益；消费者也应该
提高警惕，了解AI技术的局限性，避
免盲目追求和过度依赖，保护好个
人的隐私信息。

“AI 预测宝宝长相”服务的火
热，带来的不仅仅是娱乐性，还提醒
人们，对于新科技的出现，既要珍惜
其带来的价值，也要警惕其可能带
来的风险。只有保持敬畏、守住边
界，才能确保AI技术能够真正为人
类带来便利。

近日，演员杨幂在学术期刊
发表文章一事引发关注。据中国
新闻周刊报道，国家广电总局主
管、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
会主办的学术期刊《中国广播电
视学刊》（CSSCI 扩展版、北大中
文核心）在 2024年第六期发表演
员杨幂一篇名为《浅谈影视剧中
演员创作习惯——以电视剧〈哈
尔滨一九四四〉为例》的文章。此
事引发争议，有网友称给杨幂的
论文查重发现查重率低，只有
0.9%，质疑其是否达到发刊标
准。对此，中广联合会学术部表
示，已关注到网友质疑，目前正在
商议。

毋庸置疑，艺人结合自身实
践跨界搞学术，无论对于自身发
展，还是对于学术研究来说，都值
得肯定；同样，“闷声干大事”的做
法，也有助于人们摒弃“艺人学历
不高”等刻板印象，进而有更深
刻、更多元的认识。

当然，警惕娱乐圈学术造假
的前车之鉴，人们对杨幂的论文
提出质疑，也在情理之中。这是
因为，一方面，该论文发表在国内
核心期刊，尽管是期刊扩展版（C
扩），仍然有较重含金量。有网友
说，一些学院教授一年都不一定
排得上一个C扩。另一方面，在
某些情况下，查重率过低可能是
因为缺乏足够的学术对话，未必
是件好事。具体该论文是否达到

发刊标准、能否发在核心期刊，还
要等待更权威的说法。

诚然，杨幂发表的栏目“交流
之窗”是一个具有灵活性的栏目，
意在推广实践和理论结合，重在
交流经验；并且，其所发文章是基
于参演电视剧《哈尔滨一九四四》
的心得体会，在学术深度、专业性
方面略显宽松，但论文毕竟不同
于普通文章，既有严格的审稿标
准和流程，也在原创性基础上有
建设性、前瞻性要求。该不该将
杨幂的这篇文章归为“论文”，还
需打上一个问号。

所以，有理由追问，明星的
学术成果是否足够纯粹？抛开

明星光环，其他学者能否获得
同等机会？这些，不只是对某
篇文章的真假之问，更是基于
每一名求学者的切身利益，基
于学术公平和纯粹，而发出的
根本之问。

对艺人来说，努力与学识亦
是安身立命之本。对于明星发论
文，不必过度夸赞，也不必严加苛
责，理性看待即可。只是希望，娱
乐圈艺人要踏实做学问，不要浮
躁立人设；学术界要坚守评价门
槛，不要让外界纷纷扰扰，扰乱学
术价值的客观评判。从艺术跨界
学术，得有“正确姿势”。
评论员 韩静

明星发论文，跨界要有“正确姿势”

北京青年报：
别让“屏蔽生”
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随着各地高考陆续放榜，各种查分
“名场面”如约上演，成为公众关注的焦
点。其中，一则题为《首个高考成绩被
屏蔽的人出现了》的消息，一度冲上热
搜榜一。

考出高分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值得
好好庆贺。但问题是，有人可能借机大肆
炒作，不仅涉嫌侵犯隐私权，还助长了应
试功利之风，严重破坏了教育生态。为
此，教育部一再强调要转变简单以高考成
绩评价学生、以录取分数线评价高校的做
法，严禁宣传炒作“高考状元”等概念。“屏
蔽高分考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恶意炒
作，减少了社会对“状元”的过度关注，但
同时也出现一些新的现象——“屏蔽生”
成为新的关注焦点甚至屡屡登上热搜，本
身就反映出社会对高考成绩的过度关注
仍然根深蒂固。因此，还需要在彻底转变
教育观念和评价机制的“道”上下足功夫，
需要教育部门、学校、家庭、媒体等各方的
共同参与和协作。

新京报：
农村厕改成“样子货”
怎么通过验收的？

只要一下大雨，家家户户化粪池的污
水就会外溢到街巷上，污秽脏臭弥漫着整
个街道。如此不堪的场景，可能很难跟美
丽乡村建设联系起来，但这就是央视记者
近期在山东青岛市城阳区上马街道刘家
社区看到的现实景象。

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只是一个“样子
货”：房前屋后的化粪池和排污管道根本
就没有连通，建好的污水井只是摆设；电
线直接被砌进了污水井……要知道，应付
检查的表面工程建设，不仅会造成财政资
金的大量浪费，也会对当地村民的正常生
活带来严重影响。质量如此不达标、资金
使用如此混乱的工程，是如何通过层层验
收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仅关乎村民
生活环境的改善，也事关乡村文明水平的
整体提升。在此过程中，加大对形式主义
的整改力度，就是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作不再流于表面，让服务于乡村建设的
财政资金花得明明白白。

南方都市报：
一家“中字号”单位管理失控
背后原因值得探查

近日，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通告
称，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简称“中管院”）
存在不按照登记事项开展活动，滥设下属
机构等行为，故被撤销登记。

中管院是个什么机构，很多人对它并
不了解。这个机构由中国旅游文化资源
开发促进会举办，而在实际运行中，其从
未直接参与中管院的管理或经营。结果
就是，一家没人管的事业单位，有着显赫
的字号，出了各种乱象。如前些年曝光的

“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生意经”等，最终指向
的就是这家机构——电商平台售卖“高考
志愿规划师”资格证，商家的一大宣传噱
头就是提供来自中管院的“官方认证”。
近年出现不少关于中管院的监督报道，的
确，围绕中管院的各种乱象并非偶然，更
进一步，当事业单位获得自主权之后，该
如何避免“脱轨”，中管院留下的疑问有待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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