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5 月 27 日热点
网评 8 责编：张沁 版式：刘静 校对：李大志

随着郭有才从一个草根歌手一炮而红成为顶
流主播，菏泽南站被“带火”得一塌糊涂——一大
批自媒体蜂拥而至，有的奇装异服、扮丑搞怪，有
的表演低俗、哗众取宠，称之为“群魔乱舞”也不为
过。

这场“流量的狂欢”在舆论场引发轩然大波，
也并非无迹可循。从“拉面哥”家门口被围堵，到
全红婵老家被打卡者“包围”，再到炮制“秦朗丢作
业”热点等，近年来线上线下闻流量而动的自媒体
大有人在，各种热搜话题也是轮番登场。冲着流
量和变现，一些自媒体博主无所不用其极，在道德
和法律的边缘疯狂试探。这次还有人搞出了“北
大破格录取郭有才”的谣言，简直“滑天下之大
稽”。

虽然如此，把板子全部打到郭有才或菏泽当
地头上，也失之偏颇。在察觉到事态或走向失控
之后，5月20日，菏泽南站发布公告称，鉴于考试比
较集中，将不再举办各类文娱活动，并在现场增加
了执法人员维持秩序，对直播的非正能量网红进
行劝阻劝离。5月22日，郭有才在直播后宣布，将

停播三天“去学习学习”，网友点赞“这才是正确态
度”。

闹剧已经散场，但反思不应停止。为何这么
多人被流量冲昏头脑？“谁蹭谁红”的逻辑怎么还
能大行其道？还会不会出现下一场“群魔乱
舞”？……一系列问号需要拉直，无不提醒我们必
须重新审视“流量为王”“流量至上”。无论是个体
还是城市甚至整个社会，一旦丧失理性思考、降低
自我要求、放松底线原则，必将掉入“流量陷阱”，
带来难以逆转的影响。

人们乐见线下空间的规范、清理，但还有一个
绕不过的问题是，在这些事件中的直播、短视频平
台又该如何应对？今年4月开展的“清朗·整治‘自
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动，明确提出加强重
点平台和重点环节管理，加强自媒体账号全流程
管理，以及完善流量管理措施，侧面反映出在优化
算法模型和推荐机制方面，平台大有可为，做得还
远远不够。对于那些纯粹为了博眼球的自媒体，
也是时候拿出真招实招，让它们消停消停了。

陆 夷 来源：南方日报

无底线“蹭流量”该消停了

论文代写，一直是学术作弊黑灰产中的隐
疾。而随着人工智能时代到来，AI又成了其中得
力的生产工具。近日，据新京报卧底调查，在论文
代写产业链中，黑灰产团队已经开始通过AI工具
来批量编造论文，并在各大平台接单生产售卖。

报道中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有代写团队成员
向暗访记者表示，因为AI代写工具的出现，使得论
文代写的门槛降低，甚至出现了“职高生用AI工具
帮博士生代写论文”的现象。

在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工具出现之初，
行业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能够提升内容生产效
率，但或许令人意想不到的是，AI工具暂时还没有
来得及在严肃的学术研究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
却率先成为了黑灰产业提高产量的工具。

而要对抗“AI代写”的黑灰产，需要监管者更
快升级技术工具，同时，建立更加严格的行业性规
范。一方面，用“AI来检测AI”；另一方面，要对“AI
工具如何使用”建立明确的标准。

当前，国内外已经开始研发专门针对“AIGC
内容”的检测工具。在部分内容平台上，已经开始
对疑似“AI生成内容”进行了异常标注。从数据检
测识别的逻辑看，这类AI造假内容的特征相对更
加明显，通过对文本结构、用词与语言模型等进行
检测，应当可以识别察觉出AI的创作痕迹。

因此，在传统的抄袭查重系统之外，至少目
前，可以尽早将针对“AI内容”的检测工具也应用
到学术论文的检测流程之中，并对疑似AI造假的
内容进行标注，辅助审核人员进行判断。

在技术性防范手段之外，针对AI论文造假，学
术界也可以迅速行动起来，为AI工具的应用设定
清晰的边界。例如，可以使用AI辅助制作插图，但
不得进行任何文本、数据生成。

当然，随着AI被应用于检测预警，以及行业共
同规范的建立与调整，AI造假的漏洞终将被迅速
填平。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仍然会是创新的朋
友，而不是造假的同伙。 马尔文 来源：新京报

应对AI论文造假，不妨“以AI检测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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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近日，有部分家长反映，自己通过小
天才电话手表App跟孩子聊天时，“我是你妈”等
表述被系统提示“可能含有不适宜内容”，令人哭
笑不得。

对于有经验的网友来说，遭遇这些毫不奇怪，
肯定是因为家长在使用过程中，其发布的内容触
碰了电话手机系统后台设置的敏感词，导致被屏
蔽。然而，即便在保护儿童这个超级正确的目标
下，出现这种明显荒诞的结果，仍显得不正常。

厂商对儿童手表的内容进行干预可以理解，
但干预总要有个限定边界。厂商并非监管部门，
这种明显影响到用户日常使用的干预行为，已经
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此，厂商官方客服表示，“是想创造一个绿
色的沟通环境，一些敏感词汇或者不文明用语都
是发送不出去的。”但从实际情况看，或许“绿色”
在表面上实现了，但“沟通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
未免本末倒置。

就像一些网友评论所说，把内容审核都交给
无脑屏蔽系统，厂商一可以节约成本，二可以推卸
责任，但牺牲的却是用户体验。

而小天才电话手表粗暴设置敏感词并非孤
例，它实际上代表了一种普遍现象。近年来，诸多
社交平台加大了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内容审核的力
度，而这些人工智能又不够聪明，结果导致笑料频
出。

内容审核事关内容安全和用户体验两个重要
方面，以目前的AI技术水平，想靠技术手段简单解
决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两个方面都做不好。

从目前情况看，市场主体对互联网内容进行
干预必不可少，但在干预的同时应兼顾互联网用
户体验，同时亦应时刻牢记干预的目的所在。如
果忘却初心而将之变成一种应付程序和形式主
义，类似发生在儿童手表上的笑话肯定还将层出
不穷。

信海光 来源：新京报

别让儿童电话手表违禁词“逼疯”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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