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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纯娱乐圈一场虚幻的榜单大战，
却瞬间成为舆论焦点，焦点到连人民日报
官微都两次围观发声，挺有意思的。

事情从 7 月 16 日开始。一名网友在
豆瓣的“自由吃瓜基地”小组发帖问：“周
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
还难买，毕竟微博超话都排不上，转发评
论也不过万，他真的有这么多粉丝吗？”琢
磨这帖子，不能说是挑衅，就是人家不明
白，其实态度蛮真诚的。

但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些已经步入
中年、几乎不在各类流量榜单露面的周杰
伦粉丝，自我调侃“夕阳红粉丝被迫营
业”，就在帖子中提到的微博超话这一平
台，打起了周杰伦人气流量战。而就在周
杰伦超话数据上升势头迅猛的时候，连续
400多天占据超话头名的顶级流量小生蔡
徐坤的粉丝们开始了保卫第一的战斗。

后面的故事更精彩。善于做数据流
量打法的iKun（蔡徐坤粉丝）们有组织、有
节奏地进行反击，试图要还“过气歌手”一
点颜色。但或许周杰伦就是一代流行文
化标签，亦或许是大众苦流量明星久矣，
苦“流量为王”久矣，一夜之间，上到知名
企业家、明星、行业名人,下到网红、大V以
及自称“中年人”的普通群众，仿佛都成了
周杰伦的粉丝，为其号召送分打榜。最
终，21日，周杰伦的数据登顶，成为第一；
22日，蔡徐坤粉丝团官微表示，退出微博
各项数据榜单的竞争。

故事还没完，各类分析评论是第二波
热度。譬如人民日报官微的两次发声，一
次的中心词为“偶像会发光”，另一次的关
键句是：“中老年歌迷用一次行为艺术解
构了数据与热度：流量不等于流行，榜单
在网上更在心上，音乐品格终究由时间检
验。”

还有，南方都市报短评《助周杰伦登
顶：一曲老粉丝的青春挽歌》，澎湃新闻网
发问《娱乐工业会批量生产蔡徐坤，但下
一个周杰伦在哪》，北京青年报提醒《粉丝
打榜引发流量之争 社交平台应理性承担
监管责任》，第一财经解密《“流量明星”输
给流量：周杰伦登顶有什么商业机密?》，新
京报剖析《“坤伦之争”输的是粉丝 流量
透支背后没有赢家》……

但读这些一篇篇评论，却突然间一个
疑问涌上心头：为什么一定要对立起来
呢？

其实，周杰伦与蔡徐坤，虽然都是明
星偶像，周杰伦的粉丝与蔡徐坤的粉丝，
虽然都叫粉丝，但认真说来，却是两种模
式、两类“动物”，本无需交集，更不必“战
争”。譬如，造星模式，周杰伦们的核心是
音乐是作品，所以，真粉丝的行为是明星
出了新专辑我们就买，明星开演唱会我们
得抢票到现场看；而蔡徐坤们的核心是人
设是流量，所以，真粉丝的行为是以具有
凝聚力的群体为明星“做数据”，营造出流
量，用打榜亲手打造偶像并进而赢得各类
娱乐资源、商业资源。

但恰恰是因为都叫明星，都曰粉丝，
于是，我们总试图将他们并入一类，总试
图以旧有的概念来理解新事物，以旧有的
模式来套用新行为，于是，也就有了林林
总总的不解、对立，甚至批判、愤怒……

正如人民日报官微所言：两名艺人各
自拥趸的较劲，虽是娱乐“游戏”，却映射
了时代征候。一场娱乐事件，恰让我们再
一次领悟。旧时光的精彩，不可能遗忘；
新事物的不足，亦应当正视。但现在这样
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必须学会做到：要
敢于重新定义和审视我们曾经熟知的一
些基本概念。而后，我们方能因观念的革
新，更深刻地理解、融入新时代，也从而更
好地向前走，推动或自身或产业或社会的
发展。

虽然都曰“粉丝”
其实两类“动物”

□ 华 翔

意外伤害具有意外性和突然性，而
绝大多数儿童意外伤害事故是可以预
防的。为加强孩子的安全意识，不少学
校在暑期来临前，都会重点对孩子进行
安全教育。

市红旗小学副校长侯晓佳向记者
介绍，在暑假前一天，学校就邀请了市
交警支队京口大队进行了专门的安全
知识宣讲；暑假刚开始，各个班主任也
在班级群里推荐家长和孩子在安全教
育平台App上共同学习了暑期安全知
识；发放的《暑假手册》里，有着详细的
安全提醒，“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我
们的宣讲重点也会不同。对低年级学
生，学校要求他们不能单独外出，而对
于高年级学生，则会加入一些意外发生
时的急救措施。可以说，暑期安全教育

一直是学校的重中之重。”
侯晓佳说，孩子安全无小事，暑假

期间，家长应接过学校的监护“接力
棒”，多与孩子进行交流，提高安全意
识。悲剧的发生，往往就在一瞬间。一
定要让孩子尽可能地远离河流、水库、
池塘等事故易发场地，玩耍时应结伴而
行。安全教育，永远不要嫌烦，嫌多，不
要以为说过一次孩子就会记住，必须要
反反复复强调。当遇到类似场景，还可
以和孩子进行演练。让安全知识，深深
扎根到孩子心中。毕竟，平安长大，是
每位父母对孩子最简单朴实的期许。

绝大多数意外可以预防

暑期安全不暑期安全不““放假放假””
本报记者 笪伟 本报通讯员 王一平

暑假往往是一年中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但是脱离了学校的
监管，孩子们反而更容易遭遇安全风险。
溺水、交通、饮食、消防安全、被骗……一
个个触目惊心的数据令人痛心，孩子的暑
期安全成了大家关心的焦点，也为学生
的暑期安全敲响了警钟。在暑期这个学
生意外伤害最高发的时段，怎么做才能
填补暑期安全的“黑洞”，编织出一张有
效的儿童安全防护网？

几年前，丹徒区谷阳镇发生过一起
悲剧，庄泉村 13岁少年小明（化名）与
小伙伴一同游泳，不幸溺水身亡。更为
令人痛惜的是，同行的伙伴因为恐惧而
隐瞒了事实，以致小明的尸体直至第二
天下午2时才被打捞上来。

据当时负责此案的王警官介绍，事
发当天下午 3时左右，湖马村两名马姓
少年相约去邻村——庄泉村玩，在庄泉
村遇到小明，3人商量后，决定去中心河
游泳。中心河通往大运河，水流急，
2005年刚刚整治过，河床较深。小明先
下水，两名马姓少年也相继下水。3人
一开始在岸边的浅水区玩耍。玩着玩
着，小明脚下一滑，不小心滑到深水
区。感觉自己身体在下沉，他连忙招呼

同伴拉他一把。同伴发现情况不对劲，
赶紧伸出手拉他，结果差点也滑入深水
区。而此时，小明已被水流带至了河中
心，同伴上岸后再去找，已看不到小明。

每年夏季都是中小学生溺水事故
的高发期，对预防溺水的措施，王警官
提醒，未成年人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在家长、监护人以及委托的成年人
带领下游泳。发现有同学、同伴溺水
时，不要盲目施救，要及时向就近的成
年人呼救。游泳前要做适当的准备活
动，以防抽筋。在感冒、生病、身体不适
或体能不足时不宜游泳，不去深水区或
非游泳区游泳。途经江、河、湖等地方
时要小心谨慎，不在危险水域边逗留、
玩耍、嬉戏。

“放暑假的孩子，有的是待在家中
由老人看管；有的是奔波于各个辅导
班；有的是跟随父母外出旅游。”市交警
支队京口大队副大队长谈德捷对记者
说，孩子的交通行为取决于父母，交通
安全不能缺席。作为监护人，不但要加
强安全意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更要
实行好安全教育义务。要提醒并监督
孩子，电动平衡车、滑板车、轮滑，是禁
止上路的。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马路上
行走，行走时不要听音乐或与同学嬉
闹。在等公交车时，要在站台内等候。
乘车时应给孩子使用安全座椅或系好
安全带，避免儿童头、手和身体伸出窗
外，坐后排并系好安全带，锁好车门，以
免儿童打开车门。

夏季气温高，家长特别要注意，千
万不要把孩子反锁在车内，要养成下车
时查看后座的习惯，把传统的四字记忆
口诀‘伸手要钱’改为‘伸（身份证）手
（手机）还（孩子）要（钥匙）钱（钱包）’，
贴浅一些的车窗膜有助于自己和他人
发现被忘在车里的孩子；上车后把你的
手机、钱包、提包这些随身物品放在后
排，这会增加你想起去查看后排座的机
会；把装宝宝尿布和其他用品的背包放
在副驾驶座位上，这样也会提醒你不是
一个人出门；或者可以买一个小的蓝牙
防丢器，放在孩子身上，当防丢器和你
身上的手机超过一段距离就会收到报
警。”

“家长要学习并教会孩子一些遇险
逃生、自救知识，孩子在家，还应确保用
电、用火安全。”我市某医院急诊科的一
位医生告诉记者，每到假期都会有不少
孩子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伤害，以低龄儿
童为主，尤其是烧伤烫伤和摔伤的受伤
者明显增多。现在医院每天收治十几
个，其中又以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受伤
最多，大多是因父母忙着做生意或者打
工，对孩子照顾不周。

“儿童好奇心强，充满了对未知的
探索，任何身边的工具都有可能成为他
们的玩具，稍有不慎，阳台、防盗窗、栏
杆、玩具、健身器材、门、椅子，甚至筷子
筒等都有可能成为伤害他们的利器。
学龄前儿童作为弱势人群，安全意识有
待提高。暑假期间，常有父母疏于监
管，导致孩子出事的情况。”市消防支队
宣传科参谋庆纪伟提醒：“有儿童的家
庭，阳台上一定要装上围栏，避免孩子
攀爬翻越。暑期不要留孩子单独在窗
边玩耍，窗边更不能有垫脚之类的东

西，以免发生意外。儿童外出时，家长
要加强看护，不要让小孩在商场等场所
的玻璃门和自动门处玩耍，谨防被夹住
受伤。”

庆纪伟说，“家长外出的时候不要
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防止他在找父
母的时候爬窗台，或摆弄一些电器，发
生危险。家长可以通过讲故事、观看教
育类动画片、模拟电话报警、做趣味游
戏等方式加强孩子记忆或者和孩子一
起完成消防家庭作业，如画一幅家庭逃
生示意图、辨识家中的火灾隐患。

此外，家长可以带孩子到当地消防
站免费参观、体验消防员的训练和生
活，也可到模拟装置中体验模拟火灾逃
生，让孩子直观地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在假期里，家长可以让孩子学会更多的
防火知识，与孩子共同演练一次家庭火
灾逃生自救，让孩子真正认识到火灾的
危害，懂得更多的火灾逃生和应急处置
技能。”

溺水事故高发期

交通安全不缺席

安全教育不放松

要远离意外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