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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石 佳

“ 外 界 说 ，这 是 被 互 联 网 遗 弃 的 两 亿

人，但我看到的是很多积极接触淘宝的叔

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们。”

90 后 淘 宝 客 服 孟 蝶 的 工 作 是 服 务 平

台 60 岁 以 上 老 年 用 户 。接 受 任 务 的 第 一

天，她在日记里写道：今晚希望梦到爷爷，

告诉他我将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为我骄

傲的。

奶奶成 了 她 的 第 一 个 客 户 。 她 把 奶

奶 的 老 人 机 换 成 智 能 手 机 ， 教 她 怎 么 使

用 ， 怎 么 下 载 和 支 付 ， 成 功 下 了 人 生 的

第一单——把爷爷生前的照片打印成有塑

封的纸质版本，奶奶很开心。

孟蝶曾接了一位 90 多岁的叶姓老人

打来的电话，沟通了将近一个小时。老人

曾经参与过原子弹研究，年少成婚，为学

业为祖国远离家乡，几十年分隔两地，对

太太满满的愧疚，现在就想和太太一起走

过最后的岁月。叶老想要帮太太做饭，家

里的油烟机过于老旧，老两口希望能找到

一个可以上门测量、设计安装的公司。孟

蝶搜索了很多商家，最终找到某国产品牌

旗舰店有这样的服务，她帮助叶老联系好

安装事宜。

陕 西 农 村 一 个 60 多 岁 的 大 爷 ，花 了

1500 多元买了无人机，他说年轻的时候没

有机会看看世界，现在想用无人机的视角

感受下大自然，但是因为操作问题，无人机

飞没了。孟蝶指导小二联动商家通过 GPS
等方式帮助大爷找回。河南的王大叔向孟

蝶求助，说他想在淘宝上买一只狗⋯⋯

从事老年人志愿服务 20 多年，杭州市

上城区张能庆公益服务站负责人张能庆呼

吁：“5G 时代不要让老人落在 2G。”

依据多年与老年人相处的经验，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是老年人生活中的痛点和难

点。张能庆记得，因为手机不能拨打微信视

频，联系不上远在美国的儿子，70 多岁的

老两口火急火燎跑到他家，让他帮忙看看

手机出了什么问题，张能庆检查后发现是

Wi-Fi 断了，他说：“老年人不是不想学，而

是迫切地想学，但是找不到途径。”

张能庆调研发现，杭州市上城区大约

有 70%以上的老年人都有智能手机，多数

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目的是上微信接打

视频。然而由于子女工作繁忙，再加上老人

怕子女觉得不耐烦不敢多问，导致很多老

人有手机却不会用 。2019 年 ，张能庆申报

了培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公益项目，

但是相关部门表示老年人不会使用智能手

机并不是部门的工作重点，由于没有资金

支持，这个项目一再搁浅。

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日益凸

显。11 月 24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

实 解 决 老 年 人 运 用 智 能 技 术 困 难 实 施 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张能庆打算趁

着这股“东风”尽快推进项目落地，动员社

区和大学生的力量，帮助更多的老年人掌

握智能技术。“年轻人愿意教家里的老人如

何网购、怎么用手机打车、怎么预约挂号，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 实 施 方 案 非 常 及 时 ， 而 且 极 为 必

要。”浙江大学教授、南京邮电大学信息

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王春晖在接

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数字

化和智能化的应用必须“以人为本”，尤

其是要以弱势群体为本。“城市是以文明

为 核 心 的 ， 如 果 智 慧 不 能 赋 能 于 城 市 文

明，这个智慧就是一个伪智慧。”他建议

为老年人群体开发一种基于人工智能语音

识别技术的智能终端，通过语音就可以完

成繁琐的操作；搭建专门为老年群体服务

的全国老年人呼叫中心，为老年人联系各

类公共服务机构提供最直接、最便利、最

畅通的服务。

11 月 26 日，阿里巴巴客户体验事业群

（简称：CCO）宣布为老人们开通一条帮助

他们跨越“数字鸿沟”的专属服务热线。打

开手机淘宝，输入“小棉袄计划”，即可开启

预 约 ，阿 里 CCO 的 小 二 们 将 在 一 周 内 提

供一对一免费服务。

“取名‘小棉袄’，就是贴心、温暖、陪伴

之意。我们希望这个项目像一件贴心的小

棉袄，当子女不在老人身边时，帮老人切实

解决数字生活中的难题，带他们享受数字

生活便利。”项目负责人王希表示。所有参

与这个项目的小二，都在工作之余自愿为

老人提供服务，没有报酬，没有奖励，出发

点只有一个——让老人们更好地了解互联

网知识，安心享受数字生活带来的便利，不

让他们在信息化时代被遗忘。目前，“小棉

袄课堂”已在杭州、南京两地进行了线下的

课堂互动和线上的直播。

中秋节的时候，孟蝶买了两个暖手水

杯，一个寄给自己的奶奶，一个寄给她服

务过的远在云南的朱阿姨，中秋节朱阿姨

的儿子没有回家探望。孟蝶说：“我想给

阿姨送去一抹秋天里的温暖。”

90 后教 90 岁老人跨越“数字鸿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孙清艳喜欢和像她一样的“受苦人”亲

近。2019 年，孙清艳为盐池县 300 多名环卫

工人送去价值 10885 元的烤鸭。2020 年冬

天，她又在自家牛肉面馆为环卫工人免费

提供一份含有拉面、烤炉馍、小菜、八宝茶

在内的爱心早餐，价值 7000 多元。

受苦，是西北方言里常用的一个词汇，字

面意思是“吃过苦”，更准确的解释是“劳动”。

孙清艳觉得，“做人不止赚钱一件事，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走着

走着，有能力了，也不要忘了拉别人一把，

这时候，往前的路就更宽了。”

2005 年，20 岁的孙清艳嫁到盐池县花

马池镇红沟梁村，这位农村小媳妇就盼望

着“能把日子过在人前头”。然而，现实没有

想象顺遂。婚后，她要早起用驴车拉水，喂

羊、喂猪、做饭、照顾老人。两个孩子出生

后，家里时常需要 7 个姑姐帮衬救济。

2014 年，孙清艳一家被红沟梁村确立

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她的第一反应是“这辈

子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

村干部和“一对一”帮扶责任人适时拉

了她一把。“讲解政府扶贫政策，鼓励我们

学技术、长见识。”孙清艳申请到 5 万元贴

息贷款，买回 100 多只羊，并和丈夫张海涛

一起开着三轮货车，帮村里的砖厂拉砖，一

天下来，能挣 100 多元工资。

没日没夜踏实苦干，让一家人的生活

有了改善。短短一年里，羊圈里的 100 多只

羊扩充到近 400 只，孙清艳如愿收到脱贫

销户通知书。

小俩口兴冲冲拆掉家里的 3 间土房，

又盖起 3 间宽敞明亮的砖瓦房。刚在新房

里度过了一个美满的春节，孙清艳的公公

突 发 心 脏 病 ，骤 然 离 世 ，婆 婆 的 身 体 也 垮

了。小儿子面临升学，但村里撤点并校，孙

清艳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举家搬迁。

“我们没有多少文化，但还年轻，还有

一双勤劳的双手。”抱着往前走一步也许就

是光明的想法，孙清艳将所有羊低价处理，

开始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艰苦创业路。

初来乍到，孙清艳先是开了一间小小

的羊杂碎店，勉强可以糊口。后来，又和别

人合伙开了一家卤肉店，因为是加盟，条约

多、没有掌握技术，赔了钱。

2017 年，村干部推荐她参加了县里的

烹饪培训班，学习家常菜炒制技术。一次宴

席上，她第一次见到北京片皮烤鸭。把肉蘸

酱放在薄饼上，加点葱丝、黄瓜丝卷着吃，

“挺稀奇的，盐池还没有类似的店。”

揣着家里仅有的 5 万元，孙清艳赶去

北京学习。她整整用了一周时间，找了一家

一直有人排队的小店。为了确保自己的判

断准确，她在店外蹲守观察，推测出近 500
只 烤 鸭 的 日 销 量 。然 而 ，当 孙 清 艳 鼓 足 勇

气，向对方提出学习烤鸭技术的想法时，老

板却拒绝了她。孙清艳不放弃，最后获得花

3 万元学手艺的机会。

“3 万 元 ，对 我 们 这 种 农 村 家 庭 来 说 ，

可以说学不起。但是我又想，我要用这一个

3 万元赚回来好多个 3 万元。”孙清艳铆着

劲儿认真学。

因为水土不服，她浑身起了湿疹，但还

是每天坚持出现在烤炉旁。想孩子了，她也

不敢打太长时间的电话，生怕分了心。晚上

回到小旅店，她一遍遍回忆技术要点，以至

睡梦中都在学习⋯⋯

学成归来，孙清艳理清思路，走差异化竞

争的路子。在各界帮助下，她再次申请到30万

元贴息贷款和2万元村级互助发展资金。

2017年10月，孙清艳的片皮烤鸭熟肉店

开业。凭借出色口味和热情服务，在县城走红。

2020 年 7 月，她再次与人合伙，投资 60 余万

元，开起县城最大的拉面店，生意同样火爆。

最忙的时候，孙清艳每天只能睡三四

个小时。她享受眼下忙碌的生活，也尝试着

将这种奋斗精神传递给更多像她一样的“受

苦人”。“脱贫之后，腰杆子才能挺得更直！”

在孙清艳的帮助下，已有 14 名留守妇

女、待业青年在她的店里上岗就业；还有 2
名徒弟已经“出师”自主创业；同村还有许

多老乡做起个体户。

稍 稍 得 空 的 时 候 ，

孙清艳还喜欢在微信上

为慕名而来的网友“答

疑解惑”，她最常说的一

句话是，“政策再好，都

不能‘等靠要’。只有吃

苦肯干，好日子才会越

来越甜。”

从建档立卡贫困户到热心公益小老板

孙清艳：一股劲儿推着我往前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你还好吧？”

这是树洞救援团志愿者美丽在网络上

面对“树洞宝宝”时，通常发送的第一句话。

这位持有心理咨询师证书、在中学教物理

的老师认为，相比于“在吗”等开场白，“你

还好吧”传递给对方的关切与温暖程度会

高一些。

关于“树洞”，有这样一个传说：旧时，

心里压抑着秘密与困苦、希望可以倾诉而

不被他人所知的人，会跑到树林里找一个

树洞说出，然后将洞口封住。现在，一些人

选择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找个没人认识自

己的地方，倾吐心底的想法。

“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

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

拜啦。”2012 年 3 月 18 日，网名“走饭”的江

苏女孩因抑郁症自杀离世，这条 33 字微博

的评论区，成为许多人倾诉的树洞之一。

“我想死也死得体面”“到处买安眠药

都买不到”“怕眼睛会哭肿”“能感受到虚拟

的 快 乐 最 快 的 方 法 就 是 醉 酒 了 吧 ”⋯⋯

2020 年 12 月 10 日 ，“走 饭 ”微 博 下 的 树 洞

里，留言已近 200 万条，几乎每隔几分钟，

就有新的留言出现。

2018 年 3 月，致力于人工智能研究的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终身教授、武汉

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黄智生，注

意到了这一现象。彼时，黄智生正与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开展相关合作。

可否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在树洞中自

动寻找、筛选出有自杀倾向的人群？黄智

生 尝 试 开 发 了 一 款 智 能 机 器 人 ， 编 号

001。点击按钮搜索，机器人会通过算法

识 别 “ 走 饭 ” 微 博 树 洞 中 有 轻 生 倾 向 的

人。每隔几小时，机器人生成监控通报，

推送给黄智生。通报包含留言者的留言内

容、微博主页等信息。

对这些人群，根据自杀方式的确定性

与自杀时间的紧迫性，黄智生将自杀风险

分为了 11 个等级。0 表示未见有生存痛苦

类 表 达 ，10 表 示 自 杀 可 能 正 在 进 行 中 。

一旦风险达到 6 级 （已计划自杀、自杀日

期未明） 以上，机器人会发出预警。

找出自杀高风险人群，只是第一步。

2018 年 4 月底，001 发现山东女孩蕊

蕊在微博上说，打算五一假期烧炭自杀。

“必须马上展开救援！”那段时间，黄智生

正筹备树洞救援团，他当即发动“医学与

人工智能”微信群中的志愿者，成立“蕊

蕊救援小组”。

通过研究蕊蕊的微博信息，志愿者们

找到了她所在的学校院系老师的电话，还

在微博上与蕊蕊取得了联系。原来，蕊蕊

因失恋引发抑郁症，休学在家。得知蕊蕊

喜欢鲜花，志愿者们众筹资金，每周匿名

给她送花，还精心挑选了一些书籍快递给

她。

同时，小组抽调了一名心理学专业的

老师，每天陪蕊蕊聊天。蕊蕊情绪渐渐出

现好转，没再提自杀的事。

然 而 ，6 月 中 旬 的 一 天 ， 噩 耗 传 来 ，

蕊 蕊 在 微 博 留 下 一 句 “Bye Bye”， 就 永

远告别了世界。

“这次救援，给团队成员带来的冲击

很大。”为救蕊蕊，救援团不仅成立了前

方核心成员小组，还组建了包含 20 人的

后方团队，随时提供方案探讨、物资援助

等支持。

蕊蕊只多活了 47 天。作为后援团成

员，湖北中医药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解丹教

授至今记得，整个救援团微信群一度“气

压很低”。

“救人绝非一件简单的事。”在树洞救

援 团 内 部 ， 团 队 将 每 个 被 施 救 对 象 称 为

“树洞宝宝”。大家意识到，机器人只能找

出意欲轻生的“树洞宝宝”，怎样帮助他

们重拾生的希望、继而坚强地活下去？

“救援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志愿者

自我情绪调节也很重要。”武汉大学健康

学院副教授杨冰香长期致力于自杀预防及

危机干预、精神连续性护理等研究，她告

诉志愿者们，危机干预只是一次短程心理

干预，被救者能否继续活下去，还需要来

自社会与家庭长时期、较完善的系统性支

持 。 阻 止 一 次 自 杀 ，“ 树 洞 宝 宝 ” 被 救

回、活下来的每一天，都有来自大家的一

份爱心与贡献。

树洞救援团队撰写了 《网络自杀救援

指南》，从绘制救助流程图做起，指南不

断完善，至今已是第 11 版，涵盖了如何

解读监控通报、如何与“树洞宝宝”建立

联系、如何成立救援小组、面向不同类别

问题如何施救、什么情况下报警以及如何

报警等内容，共 106 页。

根 据 指 南 ， 如 果 风 险 等 级 在 8 级 以

下，救援队员需通过网络私信，与“树洞

宝宝”取得联系，缓解其自杀情绪，并争

取取得信任，建立稳定性交流。

一旦风险在 8 级以上 （在近日内自杀

行动很可能发生），救援团队即通过网络

信息分析等手段，寻找其家人、朋友，向

他们预警，以阻止自杀行为。

“ 这 样 的 救 援 ， 也 往 往 需 要 多 方 合

作。”化名“胡老师”的志愿者，是武汉

市协和医院一名医生。两年前参与的一次

救援，让胡老师至今记忆犹新。

2018 年 5 月的一天，树洞机器人发来

预警，广西网友小禾自杀风险级别较高。

救援团立即成立救援小组，胡老师分析其

微博发布时间及内容后评估，小禾正在采

取自杀行动！另外几名志愿者立即检索出

当地报警电话、即刻报警。警方随即赶到

现场，对小禾进行劝阻并给予心理疏导。

最终，小禾被救下。

团 队 统 计 的 数 据 显 示 ， 仅 2018 年 下

半年，团队就对 50 名自杀风险极高的人

及时干预、挽回了生命。

在技术层面，黄智生不断对树洞机器

人进行迭代。随着抓取数据准确率持续提

升，团队发现，自杀风险在 8 级以上的越

来越多，而团队人力有限。

2018 年 起 ， 黄 智 生 在 北 京 、 武 汉 等

多地开展讲座，介绍树洞救援团队，以期

吸引更多专业人士加入。

在 武 汉 市 青 山 区 ， 美 丽 老 师 从 2002
年 开 始 学 习 心 理 咨 询 。2019 年 初 ， 通 过

一次讲座，她认识了黄智生，申请加入团

队。

树洞救援涉及救人生命，想要加入并

非易事。

“ 志 愿 者 不 仅 要 具 备 一 定 的 专 业 知

识，还需要心智成熟、情绪稳定，不计报

酬、愿意奉献。”团队规定，应聘者需参

加线上面试，通过者方可加入见习群。

成为见习队员后，首先需学习树洞救

援指南，随后参加团队在每周二晚举办的

线上培训。来自北京安定医院、湘雅医学

院、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自

杀救助中心、武汉大学等院校与机构的专

家，开展 《自杀救助基础知识》《精神疾

病康复技术：理论与实践》《网络自杀救

助：信任机制与救助策略》《危机干预的

伦理问题》 等授课，共 20 学时。

在这里，专业素养始终被摆在重要位

置。“第一句话怎么说，一定要想好。”杨

冰香经常和学员们讲，在跟自杀风险等级

高的树洞宝宝联系时，仅传递关爱是不够

的，危急时刻，必须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专

业的、权威的、有力量的。

根据救援团的设计，非心理学专业领

域人员，在不太紧急的情况下，为方便开

展 营 救 ， 可 以 化 身 同 类 人 身 份 ， 开 启 沟

通。

见 习 队 员 参 加 完 培 训 ， 还 需 撰 写 论

文，并在老队员带领下参与实操，由团队

专家委员会综合评审。

志 愿 者 美 丽 是 在 2019 年 下 半 年 ， 通

过重重考核后，正式进入救援团的。紧急

救援，很快来了。

2020 年 3 月 的 一 天 ， 树 洞 机 器 人 预

警，东部沿海省份的小茜准备五一期间烧

炭自杀。美丽立即与其他几名成员成立救

援组，由她与小茜直接联系。

起初，小茜并没理会美丽老师。得知

她近期在一个微信约死群中比较活跃，美

丽佯装自己也不想活了，潜入其中，并渐

渐获取了小茜信任。小茜约她，5 月 2 日

在其出租屋内一起烧炭自杀。

眼看约定时间越来越近，小茜仍一心

寻死，美丽设法找小茜要到了手机号。5
月 1 日，美丽发现，小茜可能提前一天实

施自杀计划！她当即给小茜打去电话，连

拨 5 个，均无人接听；另几位组员给小茜

发 去 一 些 关 切 、 劝 导 信 息 ， 同 样 无 人 回

复。

救援小组正准备启动预备方案，好消

息传来，因为看到不断有电话打进，有一

些温暖、有力的消息发来，小茜感觉“这

个世界上还有一丝温暖、还有人牵挂着自

己”，她最终中止了烧炭行为。

那次之后，小茜终于愿意一点点打开

心 扉 。“ 树 洞 宝 宝 们 愿 意 说 出 自 己 的 痛

苦，于他们而言就是一次进步，这时，要

耐心倾听，适当给予鼓励与引导。”美丽

总结道。

随着小茜精神状态渐渐好转，美丽会

隔几天发一句问候，并随时默默关注其微

博、微信朋友圈动态。

“ 通 常 ， 我 愿 意 把 自 己 想 象 成 一 棵

树，一直静静立在那里，不会打扰你；但

这 棵 树 也 是 稳 稳 地 在 那 里 ， 让 你 可 以 依

靠，为你遮风挡雨。”在接受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采访时，美丽这样定位自己。

黄智生介绍，两年来，团队向高自杀

风 险 人 群 中 的 10487 人 （次） 伸 出 援

手， 阻止了 3289 人 （次） 自杀。团队成

员已发展至近 700 人，以人工智能专家、

医学院教授、心理咨询师为主，还有来自

医 院 精 神 科 的 负 责 人 、 参 与 科 研 的 博 士

生、以及社会爱心人士。

救援团队也曾遭遇过误解、指责。

杨冰香在 2018 年 10 月加入团队，参

与的第一例救援对象，是武汉女孩莉莉。

莉莉被救下来了，救援团队却差点被其父

母起诉。

那是 2018 年 12 月底的一天，莉莉在微

博留言，准备去外地跨年，元旦回武汉就跳

楼。根据救援小组了解的情况，莉莉已在医

院确诊抑郁症。队员们联系到莉莉两位朋

友，又设法联系上其父母。

“是你们了解我女儿，还是我了解她？”

“我女儿从小这么优秀，怎么可能自杀？”莉

莉父母一致认为女儿不会自杀，指责救援

团队干扰女儿的生活。

2019 年 1 月 1 日晚 9 时，莉莉果然站上

了高楼边，准备自杀。经救援小组报警，莉

莉获救。1 月 6 日，莉莉再次进入一个 QQ
自杀群，救援小组再次将其解救。

“拯救生命是最高的伦理。”在杨冰香

看来，跟救下一条命相比，那些指责、误解

“不算什么”。

更大的质疑是，有人提出救援团队此

举是“干扰别人死亡的权利”。

树洞救援团队对参与救援的数千个案

例梳理发现，绝大多数被拯救下来的人，最

终都可能会从痛苦中走出来。黄智生曾撰

文回应，“我们阻止你们选择自杀，并非在

干扰你们选择自己死亡的权利，而是希望

你们放慢脚步，不要轻易选择死亡这样一

个不可逆的生命过程。”

因为谐音“不要死”，每年的 8 月 14 日，

被团队确定为“年会日”。这天，队员们会在

线上或线下相见。解丹很期待每次的见面

与交流，她发现这些拥有专业知识与助人

精神的专家、学者，在线下同样可亲可敬。

2020 年 10 月初，解丹通过网络给蕊蕊

的妹妹送了一杯奶茶。当初参与救援蕊蕊

失败后，她曾去了一趟山东，探访蕊蕊的家

庭。她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减轻蕊蕊离世对

其妹妹的影响。

解丹很珍惜身处救援团的这段时光，

“ 它 让 我 的 教 学 和 科 研 不 是 停 留 在 书 本

上 。”她 与 团 队 成 员 们 合 作 进 行 了 一 些 研

究，根据统计数据分析，树洞的主体人群是

16 岁-29 岁的青年，深夜 10 时以后至午夜

2 时，是高自杀风险者活跃的时间段。

在救援团，有这样一条规定，如果发现

“树洞宝宝”自杀意愿强烈，主要由于严重

抑郁症等疾病导致，要首先与其家人取得

联系，动员送至医疗结构接受治疗；如果频

繁出现自杀行为，要优先动员去封闭病房

接受治疗。

“抑郁症患者同时也需要长期稳定的

陪伴。”美丽觉得，参与救援帮助别人，同样

拓宽了自己生命的宽度。

物理课堂上讲到杠杆原理，她会结合

人生哲理，“有时你心里压上了一块巨石，

不要怕，我们可以一起来寻找撬动它的支

点。”每送别一届毕业生，美丽会留下手机

号码，告诉大家无论遇到多大的坎坷，一定

记得给她打个电话。

“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如今，黄

智生研发的树洞机器人已迭代至 013 号，

这意味着，可以寻找出更多的“树洞宝宝”。

怎样才能救下更多的人？新的课题摆在他

和团队面前。

（文中受助者及志愿者美丽为化名）

“ 树 洞 ”后 面

黄智生向武汉科技大学师生讲述他的树洞救援。 刘 斌/摄

□ 曹 林

一名新冠肺炎确诊的成都女孩被人

肉、被污名、被骚扰，让人觉得耻辱。她的

道歉，加重了公众的耻辱感，本来她是该

被道歉的对象啊，怎么反而她道歉了？还

好，她的家乡，四川和成都官方民间齐发

声，集体站出来捍卫一个受害女孩的权

利，让人觉得挺温暖的。这种为一个网暴

受害者的齐发声，让我们看到了价值观

的意义，看到了立法保护隐私、避免公民

信息裸奔的紧迫性。

这个女孩有什么错呢？不错，她接触

的人比较多，超出常人，她的行踪可能加

速了扩散，但她并不知道自己感染新冠

病毒啊，她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她从事

的是正当职业，以合法方式出入各种公

共场所，没有违反当地防疫规定。如果她

早知道自己感染，如果她不那么“赶场”，

如果身体不舒服就多待家里休息，该多

好啊。可岂能以这种“后见之明”去要求

一个无论是法律还是道义层面都没有做

错什么的人去承担她理性不及的行为后

果。

还好，虽然恶评和人肉很可怕，但起

码 当 地 官 方 和 民 间 表 现 出 了 超 正 的 三

观。当地官方媒体第一时间批评了那种

把矛头指向该女孩的扭曲声音，把一个

新冠和网暴的双重受害者护在身后，比

如成都日报评论称：聚会又如何，那是她

的私生活，有不被他人随意浏览点评的

权利。确诊后如实说明自己的行动轨迹

配合流调，应该得到关心。当地警方没有

迟疑和打马虎，迅速行动，查处了散布泄

露该女孩个人隐私的网民，有效遏制了

网暴的蔓延。四川省委书记针对此强调，

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做好群众心理疏导，

坚持制止网络暴力。

网暴很冷漠，暴露了人性在匿名和

乌合从众下的自私和野蛮，官民齐发声

很温暖，不仅温暖了那个受到双重伤害

的患者，也让厌恶了网暴、面对网暴人人

自危的舆论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

这么多人为一个人受到不公正遭遇

发声，这是一个正派社会应有的担当。是

的，她首先是一个人，这个“一个人”，该

重读的音在于“人”，而不是数量上的“一

个”。她是我们众多人中的一个，作为一

个应该受到法律保护和道德呵护的人，

不能让她感到孤立无援和孤单无助。人

是一个集合概念，这个集合概念是由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组成，爱“人”，不是

爱“抽象的人”，而是爱一个具体的、身边

的、实实在在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四

川上上下下集体为这个女孩发声，就是

以人为本的生动直观体现。

应该这样一起站出来撑她，因为，网

暴是一个匿名的、邪恶的、无所忌惮的群

体，个体无法招架了，必然有更多人站出

来去代表正义去对抗网络邪恶。路见不

平一声吼，让戴着匿名面具的网暴者看

到正义是一种不可冒犯的大潮，是一种

不可触碰的底线，是冒犯了就会被群起

而攻之的神圣价值。

应该向四川这样，学习这种敢于对

网暴势力亮出坚硬牙齿的做法。这个受

害的女孩绝不是一个人，而代表着无穷

的远方、无穷个可能被人肉、被攻击、被

网暴的个体。没有比她更平凡的人了，不

去 惹 别 人 ，过 着 自 己 的 生 活 ，被 感 染 之

后，一切都变了，隐私被泄露，成为暴力

攻击的对象，手机被打爆。暴露的问题让

人不寒而栗，谁掌握着我们这些隐私，谁

在往网上传，谁在拿着网络砍刀砍向无

辜者，为什么形成这种可怕的议题，谁在

带节奏？这种事情不是个案啊，隔几天就

会在网络上演，过段时间就会制造出新

的受害者。这不是一个人的私人问题，而

是所有人的公共问题、大问题。不能欺负

人，不能把法律当儿戏。

但愿这种集体发声的暖流能变成一

道有利刃的法律之剑，让沉默的大多数

都站出来向网暴说不，以法律诉讼让那

些自以为法不责众、自以为匿名可以为

所欲为的人付出法律代价。保护个人隐

私不只是公民自己的事，更与那些掌握

着数据和信息的部门有关。路见不平一

声吼，是道义支持，更应是法律援助法律

亮剑。

对网暴就应该像

四川这样官民齐歼之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