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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各方努力需要各方努力❸ 趋利避害：

而这份责任，绝不仅仅落在家
长身上，小到个人、学校，大到社
会、国家，都需要尽自己的一份
力。

对家长来说，一方面应掌握孩
子使用电子产品的情况，对其上网
行为进行有效管理，限制某些浏览
内容；另一方面要丰富孩子的课余
生活，劳逸结合，降低孩子对屏幕
的依赖。而学校作为学生接受教育
的主要场所，有义务对学生进行有
益的引导，让学生更及时、深入地
了解互联网，认识其利弊，以更理
性地选择自己的行为。

就社会而言，应该为辨别力和
自控力尚缺的孩子提供风清气正的
网络环境。无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个体经营者、企业，还是每一个网
民个体，都应该有一份社会责任
感。如运营商应当为儿童设置网络
绿色通道，设定特殊的网页导航及

搜索引擎；网民应该规范自己的言
行，尽量减少传播不适宜孩子观看
的内容。

在国家层面上，政府部门应该制
订相关法律法规，为网络社会立规，
划定红线；对网站及网游进行分级，
鼓励开发适合未成年人的网络应用
产品和特定服务。教育专家熊丙奇
认为，国家建立游戏分级制度很有必
要，这个制度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模
糊了父母对孩子玩游戏的监管责
任。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大整治
力度，为孩子创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环
境。

具体到每个人，当我们在指责
网络、担忧孩子的同时，也应该进行
自省。成天抱着手机、对着电脑的
我们，怎么能指望孩子对网络“免
疫”呢？如果更多成人能以身作则、
学会自控，将自己从网络中解放出
来，或许会成为孩子更好的榜样。

❷ 利弊之辨：❷ 利弊之辨： 切勿因噎废食

同时提到“低龄儿童”和“上
网”，很多人都会联想到网络“毒
害”儿童的种种罪行。损害视力、
影响学习、受不健康内容误导、沉
迷上网和游戏……

陕西西安的贺女士说：“孩子
常常用手机看动画片，一开始不以
为意，但学校体检时发现孩子视力
大幅下降，现在正在治疗中，真后
悔让孩子过早玩手机。”家住北京
东城区的李先生为孩子打游戏的
事，没少去网吧找人。虽然明文规
定未成年人禁止进入网吧，但网吧
老板为了赚钱还是给孩子开了“绿
灯”。为此，李先生头疼不已，还
和网吧老板吵过架。

对于儿童上网，网络上不乏家
长表示，这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不
利于孩子健康成长。而令其担忧的
原因主要有：孩子太小，没有甄别
是非的能力；网络上不健康内容太

多，家长无法控制孩子从上面学到
什么；网络是虚拟世界，鱼龙混
杂，担心孩子被骗等。

不过在如今这个时代，如果
仍然因为网络可能存在的“弊”，
而想方设法阻止孩子接触网络，
无疑是因噎废食。套用现在的一
句流行语，你用与不用，互联网
就在那里。在可预见的未来，人
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与互联网
发生或大或小的联系。对于孩子
上 网 问 题 ， 家 长 不 应 该 一 味 去

“堵”，而应该想办法去“疏”。如
果引导得当，网络不但不会影响
孩子成长，还能发挥开发孩子智
力等正面作用。

受互联网之害的个案当然有，
但就像大多数人曾经平稳度过了电
视普及期一样，只要负起责任，我
们有理由相信，这一代孩童也会平
稳地度过互联网时代。

❶ 必然趋势：❶ 必然趋势： 网民呈现低龄化

在移动终端大肆兴起、互联网触角无
处不在的今天，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对

“00 后”“10 后”来说就像玩具一样稀松平
常。伴随“移动互联网”成长的这一代孩
子，养成的却是“不移动”的生活方式，
仿佛生活就是在电视、电脑、手机等不同
屏幕间切换。

坐在家里的沙发上，3 岁的萱萱拿着
ipad，眼睛盯着屏幕，手指不时划动，看
照片、玩游戏、放音乐……“她什么都
会，玩得比我都溜，不给她玩就哭。”萱
萱的妈妈说。湖北武汉的秦女士也有同样
的困扰。有时儿子哭闹，秦女士便用手机
上的图片和动画哄他安静，久而久之便形
成了习惯。“现在孩子每天都想拿手机看
动画片，不给他看还耍脾气。”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民低龄化已成
普遍现象。在中国，“小网虫”已成为互联

网大军的重要成员。不久前，腾讯公司发
布的《儿童安全上网指引报告》显示，90%
的中国儿童 （指 18 岁以下未成年人） 在日
常生活中都会接触互联网，其中城市儿童
触网率近95%。儿童首次触网年龄也越来越
小，报告指出，56%的儿童初次上网年龄低
于5岁。未成年变“屏奴”正引起越来越多
的家长担忧。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30年前，电视的
普及也曾引起相似的焦虑。大多数“80 后”

“90后”儿时都被父母教育过“看电视影响视
力和学习”。如今，当年的低龄电视观众已
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父辈的焦虑也随之
烟消云散。当眼前的显像管变成手中的液
晶屏，在父母对电视的担忧中长大的这一代
人，又轮回般地陷入对孩子上网的焦虑中。
然而无论如何焦虑，都无法阻止生活在互联
网时代的儿童成为“网络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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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只是工具”

在制造业做得风生水起的董明珠，近年来在互联网
领域一直充满存在感。

“没有互联网，你会明珠暗淡”、“没有先进制造业，
你是空中楼阁”、“马云在中国能有但不能多，董明珠是
越多越好”等诸多言论，让制造业女王董明珠处在互联
网的风口浪尖上。

在面对面的采访中，董明珠展示了她对互联网更为
理性的态度。

“互联网时代是挑战的时代，是一个颠覆性的时代。
尤其对于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方面，作用显著。”对于互
联网带给格力的变革，董明珠用一个数据做了直观说
明，“3年前格力的人均产值90万，但是互联网时代的今
天，格力的人均产值达到180万，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给我
们带来的效率变化。”

近年来，格力电器已经逐步实现了智能化替代员
工，甚至在某一个领域里已经全部实现无人化。由过去
的粗放式劳动，人工打螺钉、打包等几百道工序，转向
了智能化制造。董明珠说，大数据时代，互联网创造了
很多先进的工具，对于品质的控制依赖于数据而不再依
赖于人，这就是互联网给制造业带来的变革。

但董明珠也坚持认为“互联网只是一种工具，得把
工具用好用足”。

“互联网时代，是不是互联网把线下的全部灭掉了
呢？我觉得互联网是有包容性的，两者完美结合给消费
者带来的才是最便利的消费体验。空调不是靠一键就能
解决，它与后期的服务体系融为一体，所以我相信在互
联网时代我们会把营销模式做得更加贴近消费者。”董明
珠补充道。

坚守与多元化

进军新能源汽车是格力的最新动作。2016 年初格力
全资收购新能源厂商珠海银隆的消息曾引来外界一片争
议。专注空调 20年的格力跨界炙手可热的新能源汽车领
域，是盲目跟风还是不务正业？

相比“跨界”，董明珠以“多元化”来定义此次进军
新领域的举动。

“新能源汽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汽车，新能源汽车最
重要的就是电池。而电池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蓄能
设备跟格力空调是息息相关。新能源车里的电机部分和
控制部分都是我们最熟悉的。”董明珠详细地给记者进行
了解释。

事实上，随着大环境变化，格力也在进行战略转
型。在2011年格力电器20周年前，格力还是一个纯粹的
专业化空调企业，而现在已经蜕变为一个多元化家电企

业。目前，格力涉足了冰箱、
小家电等产品，今年7月董明
珠在第二届中国制造高峰论坛
上展示了格力手机。进军新能
源汽车则是格力多元化路径的
又一次升级。

“以专业化为基础的多元
化是水到渠成。”董明珠说。

董明珠进一步透露：“收
购银龙后，我们会往家用的
小汽车领域发展。我们已经
设 计 出 来 并 且 已 经 试 运 行
了，量产上市的话可能还需
要一段时间。”

董明珠的底气

让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在
采访中涉及“挑战”、“难题”
等话题时，董明珠均是轻描淡
写的一言带过。

“机遇也好，挑战也好，首先自己产品要好，没有这
个前提，其他问题都是问题。”在董明珠看来，不管是面
对互联网时代还是全球市场，格力所要做的就是用最好
的技术和产品去打动消费者，获得市场认可。

尽管业界公认董明珠作风霸道强悍，甚至称其“走
过的地方，寸草不生”。然而在中企纷纷出海的大背景
下，当格力面对全球竞争对手时，董明珠的这一风格显
得弥足珍贵。

20多年前，董明珠进入格力基层，一路拼杀将格力发
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空调制造商。20多年后，她将目光放眼

全球，将带领格力进入世界品牌之林视为下一个目标。
她对于今天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现状并不满

意，“西方选出的全球最佳品牌 100强等各种排行榜里极
少出现中国品牌。这些排行是否客观，我想可能很大一
部分需要技术数据手段衡量。另一方面，在世界上品牌
的知名度也决定了你是否能入围。”

董明珠告诉记者，她的价值目标就是在制造领域打
造出最好的产品，在国际上树立好自己的品牌。

“未来 3年中国一定会有企业成为国际品牌，进入这
个行列。”这是董明珠的底气。

广场舞，曾经作为老年
人活动的代名词，被许多人
认 为 是 没 有 技 术 含 量 的 活
动。如今，“互联网+”也蔓
延到了广场舞行业中，不仅
有丰富多样的 App 出现，还
有可供下载音乐、视频的网
站和论坛。广场舞也紧跟潮
流，步入了“互联网+”的时
代。

广场舞爱好者们对舞曲
的需求首先进入了互联网创
业者们的视野中，他们为广
场舞爱好者们创造了“最接
地气”的广场舞App。

这些 App 为大爷大妈们
提供了很多优质服务。比如
提供舞蹈教师和广场舞队的
表演视频、教学视频，让无
法快速掌握技巧的大妈大爷
们，能反复学习，也免去了
在网上大海捞针般找视频的
苦恼。比如提供各种炫酷舞
曲，让大妈们可以根据自己
的爱好下载学习不同的音乐
和舞蹈。比如，不少广场舞
App 支持用户上传、分享原
创舞蹈视频，且拥有社交功
能，舞友、老师间可以相互
交流心得。App 给广场舞爱
好者提供了氛围友好的交流
平台。

随着广场舞参与人数的
不断增多，活动本身影响力
的扩大，“广场舞+互联网”
可以操作的空间也越来越多。

从小处来说，广场舞 App 可以解决不少大妈们在
活动时遇到的各种问题。这项活动对空间的需求度很
高，App 的空闲场地查询、预约等功能，成为一项重
要需求。此外，广场舞 App 可开发出更多与广场舞相
关的简单易操作的社交功能，让附近的大爷大妈们都
成为舞友，创造良好的交流环境，更好地娱乐健身。

谈到广场舞，无法避免的问题便是给周围居民带
来的噪音问题。屡见不鲜的舞队和居民们关于音乐声
音大小的争吵矛盾。那么，未来“广场舞+互联网”能
否解决这个问题？在为舞友们提供优质良好的音乐和
环境的同时，也减少周围居民的困扰和烦恼。

此外，大妈大爷们也可以当下火热的网络直播中
表演一把，在年轻人“专属”的网络上进行广场舞大
赛的台前幕后直播，展示一下老当益壮的风采。或许
大爷大妈们的动作不如年轻人的舞蹈难度高，面庞也
不再富于胶原蛋白，但笔者认为，他们依然充满活力
的模样、慈祥的笑容、和蔼的话语，比“网红”注射
的脸蛋和虚假的笑更加真实美好。

据 《中国广场舞行业研究报告》 估算，中国广场
舞群体总数在1亿人左右。广场舞正在成为名副其实的

“国民健身运动”。广场舞爱好者不仅有大爷大妈，渐
渐地囊括了年轻人、小朋友，甚至老外。这意味着广
场舞行业拥有巨大的商业潜力。互联网需要更加深入
广场舞群体，采取更合适的方式和手段，为其提供更
多符合其需求的产品和内容，获得其青睐。

当然，互联网不应该止步于此，应当将更多时尚
先进的技术带入到老年人的广场舞中，丰富广场舞的
文化内涵，让其在作为健身娱乐的项目之外能快速成
长为更具吸引力的国民运动。

网上中国 云中漫笔

IT领秀

网民低低龄化龄化该不该“被焦虑”？
本报记者 汪 莹

近日，成都一名8岁男孩偷拿父母手机，通过微信钱包转出6700

元购买游戏虚拟装备的消息在网上引起讨论。除了吐槽熊孩子坑爹、

游戏公司害人不浅、父母管教不严之外，网民低龄化问题也受到关

注。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底，中国网民总数已

达6.88亿，19岁以下网民占全体网民的24.1%，其中年龄低于10岁的

网民超过1800万。“小网虫”越来越多，如何趋利避害、引导儿童安

全上网成为众多家长头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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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人民日报海外网一行在珠

海格力总部会议室采访了格力电器董

事长兼总裁董明珠。

这是一位商界的传奇女性，颇多

争议但也荣誉傍身，二十余年间成绩

斐然。

当天，董明珠身穿深灰色百褶连

衣裙，白色无袖外套，面带微笑，优

雅亲和。随着采访的深入，她坚毅、

自信的一面逐渐展现出来。

图为董明珠图为董明珠。。((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