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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
升，加上“网红效应”的综合
影响，公众为颜值付费的能力
和意愿不断提升。医美作为一
种“颜值经济”发展迅速，成
为市场上的新宠。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用
医美来提升颜值本无可厚非，
但是由于供需不平衡，“黑医
美”乘虚而入，导致当下医美
行业乱象丛生，叠加“互联网
效应”，造成更多的“美丽陷
阱”。许多线下的非法“美容诊
所”“生活美容作坊”摇身一变
成 为 互 联 网 平 台 上 的 美 容 机
构 ， 超 越 范 围 经 营 、 违 规 经
营；无孔不入的虚假医美广告
在互联网上“满天飞”，令人真
假难辨、防不胜防；甚至通过
网络直播制造“容貌焦虑”，将
容貌不佳与“低能”“懒惰”

“贫穷”等负面评价相关联……
为了吸引消费者，“黑医美”可
谓花样百出。

为规范互联网医美行业发
展，监管必须出重拳。日前，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 2021 年度重
点领域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典型
案例（第三批），涉及虚假宣传医
生资历、医疗机构资质荣誉；虚
假宣传医美产品功效、服务疗
效；通过“刷单炒信”，编造用户
评价、直播带货等方式虚构交
易、虚假评价。11月 1日，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发布《医疗美容广告
执法指南》，严厉打击虚假违法
医疗美容广告。

愈演愈烈的医美乱象不仅
折射出一些人的“容貌焦虑”，也
反映了“美育”的狭隘化倾向。
蔡元培曾提出，“纯粹之美育，所
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
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
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可见，社会需要更多元、更丰富的审美体系，不能被

“容貌焦虑”绑架。
规范医美市场营销宣传，还要把监管工作持

续做细做实，不仅要清除虚假、夸大宣传等弊
病，也要大力整治通过软文、“种草”笔记等形式
进行植入推广、虚假营销等变相误导公众的乱
象。同时，互联网平台要“守好门”、“把好关”，一
方面通过平台建立健全内容审核机制，让网上的

“黑医美”广告无处遁形；另一方面，通过案例曝光，
加大以案释法力度，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目
前，相关部门已出台多项整治措施，多地也启动
打击非法医疗美容服务专项整治，引导医美行业
正规化、规范化发展。相信在多方努力下，互联
网“美丽陷阱”将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没市场。

装上不会疲劳的AI“大脑”

以AI代替人眼帮助产品检测，用智能
调度应用系统预测城市用水量……这是百
度 智 能 云 开 物 工 业 互 联 网 平 台 提 供 的

“AI+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
案”。百度智能云战略行业解决方案与业
务拓展总经理常城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该
方案面向制造、能源、电力等工业企业、
产业链和区域产业集群，可以帮助企业以
低门槛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降本提
质增效。

一些重要工业行业如电子、汽车、钢
铁等，以往对高精度、高性能的结构件和
功能件的表面质量缺陷依赖人眼检测，检
测精度不稳定，企业劳动成本高。百度工
业视觉智能平台以AI替代人工检测，实现
360 度外观缺陷检测。据了解，百度智能
云已经与江苏一家企业合作，实现了智能
化检测设备 24 小时工作，不到 1 秒时间，
它就能完成零部件 6个面，合共 30多个缺
陷项的检测、排除，有效帮助该企业实现
质检的智能化升级。

同样依靠AI技术，格创东智科技有限
公司基于其研发的东智视觉检测系统，为
制造行业提供数字化质检方案，给工业装
上不会疲劳的“眼睛”和“大脑”，是国
内半导体显示行业第一个真正落地的人工
智能应用。相对于传统的人力工作，采用
该方案检测效率大幅提高，替代一半以上
的人力，识别速度提升5到10倍。

科技助力高质量发展

“您有新的设备故障保修通知，请及
时处理。”这是煮糖厂员工刘先生手机上
收到的短信。帮助他发现故障问题、提
升维修效率的，是一款由航天云网数据
研究院 （广东） 有限公司研发的“设备
维保管家”工业 APP，该 APP 是航天云
网打造的食品饮料行业数字化特色产业
集群互联网平台产品之一。据了解，该
平 台 功 能 覆 盖 食 品 饮 料 行 业 生 产 、 供
应、销售等环节，能助力食品饮料企业
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食品饮料工业普遍面临生产效率
低、管理难度大、产品可追溯机制缺乏等
问题。”航天云网数据研究院 （广东） 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宇介绍，“利用工业互
联网平台的数据治理体系，可以实现全流
程环节数据的汇聚融合，帮助行业高质量
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推动绿色低碳方面
也发挥重要作用。以节能环保产业为例，
海澜智云工业互联网平台以节能减排为核
心，为企业提供综合能源管理、智慧系统节
能、安全环保监管、数字化智慧工厂搭建等
一站式解决方案。例如，该工业互联网平
台提供的“中小企业智慧能源管理解决方
案”，可以对企业碳排放、环保、安全等数据
进行实时监测预警，提升企业用能效率，带
动节能环保行业的快速转型升级。

“相比传统建造模式，我们通过智慧
建造技术，进一步优化建筑设计，提升建

筑品质，让施工更高效，同时也响应国家
号召，积极控制施工过程中的碳排放。”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项目经理潘志专说，
该局雄安商务服务中心二期项目在建设过
程中用到了多种数字化高科技工具，包括
中建八局建筑信息模型平台、雄安监理
APP、数字雄安建管平台和基于区块链技
术的建造小程序等，通过智慧建造技术掌
握碳足迹，让环保零超标。

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速
发展，工业互联网对拓展数字经济空间、
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起着重要作用。日
前，工信部公布 《2021年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名单》，着力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助力工业
经济向数字经济迈进。那么，工业互联网
将如何进一步发展呢？

“工业互联网方兴未艾，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这需要相关参与主体做好战略预
判与准备。”海澜智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徐国平接受采访时说，“从工业互联网
平台公司角度来说，拓宽创新维度，是行
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
融合，一方面是对厂内生产和管理方式的
重塑，另一方面，对工业数据的深度挖掘
应用和对产业链条全要素的重组整合，需
要平台探索新的商业运营模式。”

除了拓宽创新维度，工业互联网平台
还需要深入到行业场景，提供不同的定制
化解决方案。“过去大家都在谈怎么做平
台化、标准化，但是近来逐渐意识到，工
业互联网必须进一步下沉，在场景中去实
现平台的价值。”格创东智首席执行官何
军说，“跟‘下沉’相关联，另一个新趋
势是‘更垂直’。过去几年国家大力推动
数字化平台，现在开始推动垂直行业平
台，这也是因为各行各业差异太大，所以
要在重点行业里把平台做得更深。”

有业内人士指出，制造业生产环境
复杂，人、机、物互动场景多，各细分
行业的具体特征有所区别，还需要既懂
技术又懂行业的人才来打造适用的解决
方案。

创作主力是“90后”

近日，“2021花地文学榜”揭晓了2021
年度网络文学年度榜单，《小蘑菇》《新书》

《万相之王》等一批网络文学进入更多人
的视线。随着网络文学作品被专家推荐、
在网络平台走红，网络文学被越来越多的
人关注和接受。

哪些人读网络文学作品比较多呢？
据统计，在网络文学活跃用户中，“95 后”
读者已占据54.5%的份额，70%的活跃用户
年龄在30岁以下，付费用户中“90后”付费
占比已经超过用户总量的60%。

不仅读者群体年轻化，新生代网络作
家群体也正迅速崛起。中国作协的数据
显示，目前全国各文学网站的签约作者有
约 60 万人，职业作者数以万计，已有 1 万
多人加入了省级以上的作协和网络作协，
创作主力是“90后”。有数据显示，2020年
新增网络文学作家近八成是“95后”。

近年来，充满活力的网络文学作品
影响了国内外上亿读者，成为影视、游
戏、动漫、有声读物等文化产业的重要
内容源头。例如，除了将作品改编为电
视剧、电影，很多作品还以二次元的方
式和用户见面，动漫平台上排名前100位
的改编类作品中，60%以上都是从网络文
学改编而来。

IP生态逐渐健全

据了解，从狭义上说，网络文学是
指依托网络创作和传播的类型小说。相
比传统的静态文本，网络文学具有其独
特的消遣性、陪伴性和交互性，这也是
网络文学发展的一大优势。当前，网络
文学已成为文娱产业重要的内容素材，IP
改编影响日益扩大。

2020 年，中国网络文学 IP 改编量为
8059 部，其中改编为影视剧、动漫、游
戏 、 纸 质 出 版 物 和 其 他 类 的 共 有 724
部，仅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剧目就达
140 部，网剧中网络文学改编比例达到

六成以上。据测算，IP 改编产生的总产
值超过万亿元。

网络文学 IP 生态格局日益健全，网
络文学对关联版权领域的拉动赋能作用
日益提升。在免费模式兴起的背景下，
网络文学企业纷纷加大版权运营布局。
根据《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
报告》，2020年中国网络文学整体收入规
模达到 268.1亿元。其中，版权运营在网
络文学市场规模中占比为11%，版权收入

成为网络文学重要的收入构成。
网络文学也成为中国文化产品出海

最大的IP来源。《2021年中国网络文学出
海研究报告》 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
网络文学在海外市场的规模已达 11.3 亿
元，海外用户达到8316.1万人，预计今年
仍将翻倍增长，突破 30 亿元人民币大
关，用户规模也将达到近1.5亿人。

纵横文学高级副总裁许斌表示，随
着各链条的一一打通，现在成功的网络

文学作品已经形成了影视、游戏、动
漫、有声等多种改编的集群式互动。凭
借强大的内容优势、广泛的市场受众，
网络文学 IP 影视化改编已逐步迈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

内容题材日益多元

有的反映脱贫攻坚中撸起袖子加油
干、众志成城“拔穷根”的精彩故事；
有的聚焦医疗职场，体现医者仁心的责
任和信仰；有的生动讲述航天人的奋斗
与坚守……从内容特点看，近年来，网
络文学的内容题材日益多元化，尤其是
现实题材创作热度持续，在网络文学作
品中占比进一步提升。

何弘介绍，《网络英雄传》 聚焦中国
互联网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和时代气
质；《写给鼹鼠先生的情书》 以女性视角
书写缉毒干警英雄事迹，展示人间真
情；《明月度关山》《大山里的青春》 书
写贫困山区支教青年的故事；《白纸阳
光》 表现百姓生活，探索新型社区管理
模式……越来越多的作品有力证明，网
络文学在现实题材领域一样可以大有作
为。这些优秀现实题材作品，生动反映
时代生活，拓宽了网络文学题材范围。

防疫期间，抗疫医疗题材成为网络
文学创作热点，反映出网络文学对社会
现实的观照，对主流价值的呼应。这些
作品在网络文学阅读平台上也收获了极
高的点击量。

“当代中国故事是现实题材用不尽的
宝藏，不管是高铁、快递、物流网，还
是深圳、浦东、海南，一个人物、一个
地点、一个时间节点，都有无数的故事
在时代大潮中奔涌，像是一朵朵耀眼的
浪花，激荡人心又闪亮人心。”网络作家
何常在表示，应该把以现实题材书写中
国故事作为创作的突破口。

业内人士认为，网络作家应自觉树
立起精品创作的意识，主动深入生活。
只有切身感受到时代的脉搏，才能激发
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写出有血有肉的
人物，写出精品力作。

云中漫笔
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去年达249.8亿元

由“量”向“质”，网络文学迸发活力
本报记者 叶 子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近日发布 《2020中国网络文学发展

报告》。据统计，2020 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达到 249.8 亿元，

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4.6亿人，日均活跃用户约为757.75万人。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表示，网络文学历经20多年快速发

展，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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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数字经济空间，推动行业转型升级

工业互联网让“制造”变“智造”
本报记者 周姝芸

工信部日前公布《2021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

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名单》，

包含特色专业型工业互联网

平台、工业信息安全能力提

升等方向。专家表示，促进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

合，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制造

业智能化水平，推动工业互

联网创新发展，加快建设制

造强国和网络强国。

曹 一作 （新华社发）曹 一作 （新华社发）

在2021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上，人们在体验百度智能云工业AR应用平台。
新华社记者 杨 青摄

“智慧车管”惠民生
今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

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在“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推出
24 小时驾驶人理论考试自助服务、
车管业务网上办以及自助照相、自
助体检等业务，建成“智慧车管”
服务系统，方便群众办事。

上图：11 月 1 日，在柳州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车管所，民警指导市
民通过自助考试亭办理业务。

下图：民警在指导市民使用手
机APP办理业务。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