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8

月
2

日星期二 首席编辑：刘方创意：刘学萍质检：尚青云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

6263965

深读

A

6

专家观点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

中心主任宗春山表示，拉票比赛现象不断
在朋友圈蔓延，本质上还是家长的功利心
或者说社会对这种选拔的一种扭曲心态
在推动。 家长们太希望孩子多一些“资本”

“经历”，可是这种行为很容易让孩子感觉
到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成功不是自己努
力的结果，让孩子习惯于投机取巧，有了
更多的功利心，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反而
帮了倒忙。 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三大因
素：安全感、能力感、责任感，要让孩子知
道自己有能力经过努力完成一件事并能
够获得成功， 孩子会越来越愿意努力，而
这种拉票比赛，给孩子带来的更多是负面
因素，让孩子们觉得自己怎样努力也没有
用， 反而会让孩子不知道怎么去成功，对
孩子的成长极其不利。

市政协委员陈小兵也遭遇过微信朋友
圈“求投票”，从刚出生的小宝宝形象秀到
中小学生的各种才艺秀，几乎无一例外都
要求关注对方公众号。 陈小兵说，投票的
过程中个人信息被对方公众号后台获取，

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号每天的推送信息，不
胜其烦。而家长为了保持孩子的领先地位，

让孩子得到成就感，不得不一轮轮拉票，既
耽误自己的精力，长此以往对孩子也是弊
大于利，孩子参与这种靠拉票获胜的活动，

会给孩子造成假象，一旦再将孩子放到真
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就不适应了，反而会
有特别大的心理落差。 陈小兵建议家长主
动给孩子过滤这类比赛，别给自己和孩子
增加负担。 另外，作为运营方，也应该出台
相应的“游戏规则”，让大家有一个更加纯
洁的“朋友圈”。 （据《北京晚报》）

原本靠孩子自身实力参赛评选， 如今却变成家长在微信朋友圈靠人脉财力
上演“拉票大赛”———

你的朋友圈成拉票圈了吗？

发红包拉选票

有家长一晚上发出 40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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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小宇上幼儿园中班，

不久前，幼儿园举办了一次小范
围绘画比赛， 小宇有幸入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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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小宇兴冲冲地跑回家告诉妈
妈， 想要得绘画比赛的第一名，

下一步， 还需要大人帮忙“投
票”。 “只不过是个幼儿园的绘画
比赛，没什么大不了的。 ”心里这
样想着，小宇妈当即用自己的手
机和小宇爸爸的手机分别在登
有小宇照片的投票栏内投了两
票。 没过几分钟，小宇妈伸过头
去一看，小宇的得票数排在了最
后一名，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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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小朋友的票数
“突飞猛进”，排名第一的小朋友
竟然已经有了好几百票。

这下，小宇妈才觉得事态严
重了，和小宇爸一商量，决定厚
着脸皮将投票链接大范围转发，

尤其是一些成员众多的微信群，

成了转发的重点。 就这样，一直
折腾到晚上

10

点多， 小宇的票
数终于达到了

400

多票，可排名

还是倒数第二。这时，排名第一的
小朋友已经拥有了

2000

多票。

小宇妈私下里悄悄询问了
一下幼儿园其他家长，这才恍然
大悟， 原来票数高的几个孩子，

他们的家长从下午开始便在自己
的微信里展开了“红包攻势”，用发
红包的方法疯狂拉票。只要肯帮忙
投票，便可以从家长那里领取几元
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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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不等的微信红包。 “排
名第一的孩子家长一个晚上就发出
去

4000

多块钱红包，你们不发红包
拉票，根本比不过人家。 ”

得知真相后， 小宇妈和小宇
爸决定放弃这次参赛的机会，“这
根本不是公平竞争， 不是靠实力
取胜， 而是靠家长的人脉和财力
来拉票。这种无聊的比赛，不希望
孩子再参加了。”“你排名靠后，并
不是因为你画得不够好， 而是因
为……”小宇妈很难过，不知道如
何向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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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孩子解释“拉票”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工刷票”明码标价 几十元刷出几千票

小龙的妈妈是个名副其实的“晒娃
党”， 酷爱在朋友圈和微博里发布小龙的
各种“萌照”。 虽然小龙还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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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照片
就已经有了成千上万张，每隔几个月还要
去拍一套艺术写真。 几个月前，一场评选
“萌宝” 的网络活动吸引了小龙妈妈的注
意。 她立刻精心选出了多张小龙的照片，

上传到网络上参评。

几天过去了，虽然天天在亲朋好友间
拉票，但小龙的票数却依然在中下水平晃
悠。 正当小龙妈一筹莫展时，一位朋友给
她支招：“至于那么费劲吗，在亲朋好友间
拉票还得欠人情，你直接花钱‘买票’不就
得了。 ”

小龙妈大吃一惊，这种比赛怎么“买
票”？ 详细咨询后，她才发现，原来网络上
有一种明码标价的“人工刷票”，可以花钱
来买“票数”。 每一票的价格从

1

分钱到
1

块钱不等。 只要把链接发给“拉票方”，指
定好投谁的票，投多少票，然后在线支付
费用就可以了。

在朋友的帮助下，小龙妈向“拉票方”

在线支付了几十块钱，没过多久，小龙的
票数直接按照之前的约定猛涨了

2000

多
票。 这下，小龙妈有点儿骑虎难下了，比赛
还没最终结束，想要夺冠，就势必要继续
花钱“买票”。 但是她犹豫了，这样夺得的
冠军有意义吗？

天天拉选票

最大赢家是幕后商家

芊芊今年上二年级，芊芊妈
也加入了孩子班级的家长群，家
长们在一起交流很是方便。 不过
最近芊芊妈妈发现，群里有点儿
变了味，都快成拉票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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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芊芊班里一个同学参
加了社区联合一家地产公司举
办的绘画比赛， 比赛不设评委，

到底谁能得奖，要看谁拉的票数
多。 第一天，该同学的妈妈把链
接发上来，拜托大家投票。 芊芊
妈点击了链接，得先关注对方公
司的公众号，然后在

100

多个孩
子的画作中选出那个孩子的作
品投票。 这期间根本顾不上看其
他孩子的作品，更别说比较了。

到后来那个孩子的妈妈都

不好意思了：“小区搞的活动，孩
子非要参加，拜托各位亲了，票数
太少孩子太受打击。 ”那位妈妈
也很无奈，她说孩子喜欢画画，一
开始参加的时候真不知道这个比
赛评奖全靠拉票，可是参加了，也
怕不拉票打击孩子，只好一遍遍
地在各个群里发。

最后家长群里大家也在讨
论，这类绘画比赛，到底是让孩子
们比赛画画，还是举办活动的地
产公司“绑架”了家长，为自己的
公众号拉粉。 “家长们成了这些
公司的免费水军了！ ”芊芊妈妈
说，群里面几乎隔几天就会有家
长拉票，基本上都是各种机构、公
司办的“比赛”。

比赛拉票 弊大于利

“求帮投个票，投我家孩子。 ”“还差
××

票就能夺冠
了，求大家帮忙投票。 ”“投票之后必红包答谢”……原本
靠自身实力参加的种种比赛评选， 如今在微信朋友圈
里，却变成了考验人脉或财力的“拉票大赛”。 而且这
种“拉票大赛”的覆盖面日益扩大，从成年人的微信或是
朋友圈中渐渐进入到了中小学生的各种比赛评选，甚至
幼儿园小朋友的日常竞争中。 一些人更是瞄准了商机，

在网上推出了明码标价的“人工刷票”，每刷一票收费从
1

分钱到
1

元钱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