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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啊，今天没受委屈吧？累不累啊？”
“考不好就不要爸妈了？走，爸爸带你买礼物去。”
一段时间以来，网上出现了很多“电子亲人”账号，

他们以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等长辈的身份，分享生活、教
授技能以及与网友情感互动。“电子爸妈治好我的精神
内耗”等话题一度冲上热搜。

一些“电子亲人”账号积累了不少粉丝，不少年轻人
热衷于与“电子亲人”互动，向他们吐露心声、倾注真感
情。其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反应的现象或者问题值得
关注。

第一，年轻人的情感需求需正视。
从一些“电子亲人”账号的内容看，他们常常用包容

代替责备，主打一个“给满情绪价值”。对后辈的同理
心、无微不至的关心、温柔有耐心的指导，令网友破防：

“原来这就是被捧在手心的感觉。”
反观现实，有人家人长期不在身边，有人原生家庭

存在种种缺陷，缺少爱、不被理解和肯定，成为不少年轻
人的心灵创伤。“电子亲人”的出现，恰恰迎合了年轻人
的情感需求。正视这种需求，多关注年轻人的真实状
态，多鼓励他们追求事业和梦想，才能少一些“电子依
赖”，治愈他们也是构筑幸福家庭。

第二，年轻人的消费理念当重视。
有人说，“电子亲人”是精心打造的人设，属于商业

运作。的确，尽管“电子亲人”的背后是真人，触动的也
是真情实感，却仍然是虚拟世界的产物。

这种对年轻人消费理念的精准对接，同样体现在时
下兴起的“陪伴经济”中。陪游、陪学、陪聊，无论哪种陪
伴，都满足了年轻人日益细分化、个性化的社交和情感
需求。重视年轻人的消费理念，是把握商机、赢得长红
的正确路径。

第三，由此产生的问题不容忽视。
不可否认，作为很多网友的情感寄托，“电子亲人”

传递温暖和感动，带给人前行的力量。但既然是虚拟世
界的产物，我们对“电子亲人”所呈现内容的真实性也要
打一个问号：有多少是靠着提前写好的剧本“演”出来
的？有多少是打着“亲情幌子”骗取流量、贩卖焦虑？

对此，我们应该提高警惕：如果对“电子亲人”盲目
崇拜，沉迷于此，容易被商家控制，有可能产生过度消
费，甚至遭遇情感欺骗和隐私泄露。

说到底，别人那些幸福的感受，成为不了我们自己
的生活足迹。我们或许从“电子亲人”那里得到一时慰
藉，但终究要面对现实。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可避
免会遇到一些矛盾，也不存在所谓的“完美”。从“完美”
的“电子亲人”回归真实家庭，接纳不完美的生活，相信
亲情的美好，相互体谅、相互扶持，才是最真实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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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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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众健康意识逐渐增强，在网络直播普及的当
下，不少中老年用户渴望通过线上继续“充电”。部分商
业机构正是看中了此类需求，在网络直播平台大肆兜售
所谓“健康课程”，并以此牟取不当利益。（3月27日《新华
每日电讯》）

中老年用户怎么会轻易“入套”？很大程度上和这
类机构贩卖“癌症焦虑”有关。何为癌症焦虑？顾名思
义，这是指因患癌或担忧患癌而产生的一系列焦虑症
状。换言之，癌症焦虑并非只发生在癌症患者身上。还
有一类属过度担忧而频繁就医的情况，被称为疑病症或
疑病性神经症。这类人过度关心自身健康和身体的些
微变化，会做出与实际健康状况不符的疑病性解释，以
至于影响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从媒体调查的情况来
看，在网络直播平台上，不少盯着“健康课程”的中老年

人就是患了疑病症。
如果无良商家趁机干扰“患者”的认知和心理，促使

他们将一切不适均归因于癌症，跌入“坑老陷阱”恐怕就
是最后的结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良商家往往先从
教授“养生操”或开设“免费公开课”入手，诱导用户加入
网络群聊。注意，这次跳转使粉丝从短视频平台迁移入
群，不但使平台监管难以发挥功效，而且使入群者在封
闭的“洗脑空间”里越陷越深，直到心甘情愿地掏出真金
白银。

所以，在短视频直播“健康课程”领域，要形成“良币
驱逐劣币”效应，除了监管介入，还需要加强老年教育。
要帮助老年人对疑病症建立科学的认知，使他们的心灵
得到抚慰，并逐渐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真正与健康常
相伴。 杨博 来源：广州日报

别为“癌症焦虑”贩卖者买单

近日，放春假又一次引热议。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
院宣布放7天春假（含清明放假时间），号召教职工和学
生“去赏花，去恋爱”；湖北利川市教育局发布通知，全市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放春假2天。

此次放春假登上热搜，不少网友表示羡慕不已，直呼
“建议全国推广”。但在此之前，“是否该给学生放春假”
也曾多次引发讨论，不同的声音始终存在——一些家长
担心刚放完春节假期又放春假，会影响孩子学习；还有人
强烈反对，认为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不该整天想着放假。

放不放之争，背后其实是教育理念不同。要我说，
放春假又有何不可？游学传统自古便有，古时《史记·春
申君列传》道：“游学博闻，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

也。”更别说有多少先贤曾在游历中有所感、有所学。今
时今日，教育专家也多次强调社会实践、情感教育的重
要性。早在2019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9部门就
发文明确，各地中小学可放春假秋假。这在国际上也早
有实践，像日本、欧美国家等，不少学校都会在二月初到
四月初择期放春假。春假时间也不长，利用得好，可以
让学生劳逸结合，收获多多。

歌曲《上春山》唱道：“最美是人间四月的天，一江春
水绿如蓝。”万物复苏之际，“看花人只觉春光太短”。春
光苦短，何必纠结多放几天春假？趁着春光，享受大自
然的馈赠，何尝不是一种获得感、幸福感？

皇甫思逸 来源：广州日报

学校放春假，有何不可？

春光苦短，何必纠

结多放几天春假？趁

着春光，享受大自然的

馈赠，何尝不是一种获

得感、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