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上海地铁在其官方账号发布消息称，在上海地铁全网络部分行程较长的线路中，乘客自行携
带小板凳在车厢内插空就座的情况时有发生，地铁方面提醒乘客勿做“地铁板凳族”，不要在地铁车厢
内使用小板凳。

有人认为，不少乘客通勤时间很长，带小板凳乘地铁，实属无奈之举，还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不文
明。一时间，关于“地铁板凳族”引发话题不断。5月12日，记者梳理发现，实际上围绕“地铁板凳族”产
生的争议并非首次，地铁里程全国第四的成都地铁也曾发生类似争议。如何兼顾行车安全和乘客舒适
性需求？专家对此发表了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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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铁方多次发布提醒，呼
吁乘客勿做“板凳族”，但此类现象
层出不穷。今年4月份，上海申通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中心曾
发文称，乘坐行程较长的线路确实
耗费体力，但自行携带小板凳会阻
挡其他乘客通行，占用较大车厢面
积影响其他乘客站立，同时，晃动的
车厢内也容易跌倒或绊倒其他乘
客。

上海地铁方面不提倡在地铁车
厢内使用小板凳，希望广大乘客互
相提醒，积极配合，文明乘地铁，勿
做“板凳族”。

记者梳理发现，地铁“板凳族”
话题由来已久，不止在上海，杭州、
北京和成都地铁线路上，类似争议
也时有发生。2023年11月8日，北
京地铁方面曾发出提醒，从文明乘
车及安全因素考虑，不建议乘客在

乘车时使用小板凳。如发现有乘客
使用小板凳的行为，列车安全员也
会及时进行劝阻。

2024年 8月，杭州地铁发出提
醒，根据《杭州市轨道交通禁止携带
物品目录》，小板凳不属于禁带物
品，可作为随身物品携带进站乘车，
但为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和维护文明
乘车秩序，杭州地铁不建议乘客在
车厢内使用小板凳。

多地地铁提醒：自带板凳存在安全隐患

未成年人跳“擦边”舞
视频里，她穿着低胸上衣，不断

扭动着纤细的腰肢，或配以扭胯、顶
胯、抖动胸部等动作。点进该账号
的主页，简介显示她的年龄为 16
岁。

记者浏览看到，在其账号发布
的100多个视频中，热度较高的内
容均为身着性感暴露服装跳“擦边”
舞的视频。其评论区里充斥着“还

有没有更热辣的”“真馋人”“这个
我是真喜欢”之类的留言。

在平台搜索跳出的大量类似
视频中，记者随机点进其中两个账
号。

一个粉丝量较高、主角看似十
一二岁、账号疑似由其妈妈运营打
理，首页作品多为小女孩日常生活
记录、舞蹈等视频内容，个别视频
因衣着暴露或舞蹈动作过于成熟
而引来争议。

另一个账号近期发布了多条
青少年女孩穿着紧身衣、背对镜头
扭屁股和扭腰的视频。一些网友
在评论区发送“很爱看”“流鼻血”

“越来越性感”等内容，也有人留言
批评“这个妈妈是怎么当的？！”

记者注意到，一些账号打着
“初中生”“校园日常”等标签，但背
后却暗藏玄机。

在一条看似记录校园青春日
常的短视频里，身着青葱校服的女
生将镜头刻意对准自己的胸部，背
景中隐约露出教学楼的楼梯拐
角。另一个账号发布的多条视频
中，十五六岁的女生穿着热裤，身体
随着音乐熟练地扭胯，动作中透露
出与她年龄不符的成熟与挑逗。

还有一些账号打着“校服下的
腿”“初中生变装”的标签：博主上
一秒穿着校服正襟危坐，下一秒则
穿着紧身露肩装、超短裙等秀起了
性感身材，或跳起了扭胯舞。

在评论区，有网友留言让平台
多推荐同类视频，“就爱这种，尤其

是学生妹”。记者点开这些网友账
号发现，个别账号的“收藏”界面满
是此类视频，不少视频主人公都容
貌稚嫩青涩，但动作却充满性暗示。

在此次调查中，记者还注意到
这样一个现象——新注册一个短视
频账号，输入几个关键词进行搜索，
点赞收藏几个类似视频后，记者的
账号首页推荐内容就会越来越多地
出现未成年人“擦边”的相关视频。

“举牌代跳”明码标价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部分社交

平台流行的“举牌”现象暗藏色情内
容，用户只需花费个位数到两位数
的金额，就可以让一名未成年人拍
摄指定内容。未成年人的身体部位
成为展示内容的地方，如“脸举”

“手举”“腿举”，甚至还有“胸举”
“私举”等，越隐私的身体部位标价
越高，正常的祝福语也被替换成带
有性暗示的语言。

“举牌”之后，又有“代跳”。所
谓“代跳”，即博主拍摄“挡脸”舞蹈
视频，网友花钱购买后即可当成自
己的跳舞视频随意发布。

记者调查发现，某“种草”分享
类社交平台上，不少用户发帖收高
质量“帮跳”“代跳”，与此相应的
是，一些账号直接在用户名后加上
了“接代跳”3个字的后缀，其账号
主页都是用各种方式遮挡住脸的跳
舞视频。

记者以找少女“代跳”私信其中
几个账号，并询问对方年龄，有主播

回复“16岁”。在聊天过程中，这名
主播表示可以接“擦边代跳”。记者
点开对方发来的预览视频，女生穿
着露出内衣的纱衣透视装和长度只
到大腿根的热裤，跟随音乐扭动腰
肢，舞蹈动作含有扯衣服、扭胯等动
作。主播称，可以按需求定制舞蹈、
衣着等内容，类似预览视频这样“尺
度”的视频要价9.9元一条。

“软色情”视频审核难
有业内人士指出，随着直播热

潮的兴起，一些不良直播公司将目
标瞄准了未成年人。

“团播招人，年龄不限。”在某短
视频平台，有一些标题为团播招人
的广告称，年龄不是问题，只要颜值
过关，稍微掌握一些才艺，团队便会
考虑。点开这些视频的评论区，有
网友询问年龄限定是多少，博主回
复“我们15+就行”。

记者注意到，在某团播相关人
员置顶的招聘视频中，有多名未成
年人表示希望可以加入团播。其中
就有 IP地址显示在福建的13岁女
孩附个人照片进行自荐，有不少网
友在评论区劝其这个年龄要好好学
习，也有一些网友表示“团播说了

‘年龄不是问题’”，还有网友说“团
播团队说‘10岁以上就行’”。

据记者初步统计，在上述团播
的这条招人广告下，至少有十几名
未成年人进行自荐。此外，还有多
名未成年人表示上完初中就去团
队，“也要当网红”。

其中，一名自称 9 岁的未成年
人附照片向该团播团队自荐。记者
点开其账号首页看到，近两个月来，
其共发布 10条穿着黑色蕾丝吊带
或露肩长裙的舞蹈视频，而视频下
方关联的词条是“擦个边”“扭胯
舞”“性感摇”。

曾在某互联网公司审核岗工作
过的高先生向记者透露，后台审核
时，未成年用户参与的软色情内容
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很多。有些视频
打着“校园日常”的幌子，通过刻意
设计的角度、暗示性舞蹈动作或暴
露的服装打擦边球。

“目前平台虽然不断更新后台
数据，但用户很快又会发明出新的
‘黑话’。主流的趋势是各大平台都
在大力推行机器审核，但机器审核
针对‘软色情’视频存在判断不准确
的问题，还是得依赖人工再审核一
遍。”高先生说。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
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十六
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
者账号注册服务。各直播平台同样
有相关条例规定打击遏制借助未成
年人积累人气、谋取利益的直播。

但在实际执行中，困难重重。
“仅凭外表很难分辨一些主播究竟
是否年满16周岁，因此平台也没有
办法采取相应举措。”高先生说，特
别是在妆容和滤镜的加持下，主播
的年龄被模糊，即使团播中出现未
成年人也很难辨别。

据法治日报

无奈还是自私？“地铁板凳族”引热议
多地地铁提醒安全隐患，专家建议城市公共服务应更精细化

未成年人“擦边”短视频成引流利器
一名模样十一二岁的女孩，

上着吊带、下穿短裙，随着音乐
跳舞，做出眯眼、嘟嘴、扭屁股等
表情、动作……该短视频下方的
评论区，一些留言不堪入目。 这
是记者近日在某短视频平台看
到的一幕。记者在多个网络平
台输入关键词搜索发现，类似的
短视频大量存在，主角小的十一
二岁，大的十五六岁。

近年来，对网络平台涉未成
年人不良内容的治理，始终是相
关部门的重点工作，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但在流量经济和算
法推荐的驱动下，仍有部分未成
年人游走在“擦边”软色情的灰
色地带，畸形引流在互联网的隐
秘角落悄然进行。

网友发布的“地铁板凳族”画面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

员、西南交通大学教授陈光认为，
首先，“地铁板凳族”如果放置凳
子占用了过多的空间，会导致通
道堵塞，影响其他的乘客进出，特
别在高峰时期容易造成占用空间
和拥堵，建议应该先引导。其次，
在不影响上下车和进出通道的情
况下，在整个过程当中遵守地铁
方面的规定，“板凳族”影响比较
小，兼顾了上班族路途艰辛、通勤
时间长等问题，应该给予一定的
宽容度和人文关怀。

“可以更加细化运力和运输
方案，做出相应的建议或者规
范。”陈光提出，比如在高峰时
期，车厢本身就很拥挤，那么这

个时间段内或者是高峰期的地铁
线路上，自带小板凳就不应该被
允许，但是如果空闲宽松的时间
段，或者说相对宽松有空位的列
车班次，建议可以在某个区域，
设置一个“休息区”，容纳小板
凳、临时座椅，可以实现“舒适”
与“安全”的兼得。陈光教授表
示，“板凳族”引发的争议，反映
出大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与个性化
需求间的张力问题，而要解决分
歧，需要城市拿出包容度和应有
的人为关怀，同时，在大城市通
勤生态中，改善运力和改进运输
方案，利用系统性思维，让公共
服务更加精细化。

据封面新闻

在成都地铁上，也偶尔会看到
乘客自带小板凳在车厢角落和接
缝处就座。市民朱女士今年3月
乘坐地铁4号线时，就遇到了“板
凳族”带来的困扰。她告诉记者，
当时她在中医大省医院站上车，
本身上车的人就比较多，在车厢
尾部，原本她以为前方空出来的
区域是可以站立的，谁知往前站
的时候，差点一个踉跄倒在地上，

“当时一个角落里，以为是空的，
走近了才发现有三四个人坐小板
凳，不走近根本看不到。”

“板凳族”带来的安全风险问
题，引发网友关注。有网友提出，

早晚高峰在地铁车厢内使用小板
凳或就地坐下会影响安全，而且
占用空间，“如果有女士穿着裙
子，也会有其他方面的担心。”还
有网友认为，很多乘客带小板凳
坐在车厢内，因为看不见，很容易
发生踩踏的问题。

不过，也有网友从通勤时间和
实际需求方面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
点。有成都网民表示，自己每天通
勤一个多小时，而且不是始发站乘
坐，带小板凳乘地铁，实属无奈之
举。“全程站着太吃力，小板凳坐着
要好很多”“人太多挤不下，只有带
小板凳了，又没说不让带”。

热议：自带板凳，自私还是无奈？

专家：城市公共服务应更精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