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萌

四月的江南烟柳翠幕，诗意温婉。在北
京开往苏州的高铁上，窗外杏花疏影，车内
春风如沐。谦和儒雅、淡泊低调，是著名数
学家吴文俊的儿子——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吴天骄留给记者的
第一印象。在几个小时的车程中，听他娓娓
道来和父亲的故事。

一元钱培养的独立精神

“小时候，父母时常带我去公园玩。上
小学时，有一次我说想去动物园，父亲就给
我一块钱让我自己去。那时的公交车票很
便宜，一角钱可以坐到终点站。父亲只告
诉我32路公交车可以到动物园，他让我自
己算好钱，把回程的车票钱留出来，剩下的
钱自己可以买点吃的。这是我第一次独自
出门走这么远。有了这次实践，父亲很高
兴。”忆起儿时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吴天
骄一脸暖意。在他眼中，父亲亲切、乐观、
有趣。

父亲的信任让小天骄更有信心。不久
后，父亲又给他两块钱，让他去自然科学博

物馆玩。而这次没有直达的公交车，得先到
动物园，倒一次车才能到目的地附近，然后
自己步行去博物馆。

“后来我明白，父亲就是有意培养我独
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如何统筹分配这一、两
块钱，既要玩好，还要解决吃与行的问题，当
时对我来说是有些难度的。父亲就是要我
独立面对这些问题，这与他自己在学术上的
独立研究分不开。”吴天骄说。

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让他觉得父亲对
自己的历练很有意义。

那段日子母亲出差。周末，姐姐骑自行
车带他去王府井百货大楼。姐姐挑选衣服，
他无聊地等在一旁，左等右等姐姐还没挑
完，气鼓鼓的他就溜出商场自己去找公交
车。到了车站才发现兜里没钱，于是他就沿
着公交车线路步行，先走到动物园，再走回
位于中关村的家。买完衣服的姐姐吓坏了，
四处寻找也没找到弟弟，惊慌失措地赶回
家。没想到，弟弟用自己习得的经验已经回
到家。

父亲放手让他从小养成的这种独立精
神，使之一生受益。日后，在他的工作和生
活中始终秉承自力更生、一切要靠自己的人
生态度。

坚持中承载的探索精神

吴文俊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做出
了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曾师从
数学家陈省身先生，陈先生曾盛赞他“是一
个十分杰出的数学家！”他的工作“独出蹊
径，不袭前人，富创造性。”

忆起2019年国家功勋奖章和国家荣誉
称号颁授场景，代表父亲受奖的吴天骄说：

“父亲要把脑力劳动者解放出来，他的数学
机械化实现了一部分，创造了我国的一个新
学科、新领域。”

吴老潜心研究古代数学，在对中国数学
史的研究中，又发现中国古代数学蕴含数学
机械化的思想，生于1919年的吴文俊成为
我国最早的计算机关注者之一。

“20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到美国做学术
访问，节省下外汇买回一台计算机。”当时，
60岁的吴老从零起步学习计算机编程。“父
亲刚学会Basic语言，Basic就被Algol淘
汰，刚学会Algol不久，又被Fortran淘汰，
一切又得重来。在科研这条路上，父亲从来
不畏艰辛。”吴天骄回忆说。

吴老坚持下来，他提出用计算机证明几
何定理的“吴方法”，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域
的里程碑，他也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历史上一
位里程碑式的开拓者。

吴老对新事物的好奇和不断探索也影
响着子女们。“记得我大姐上中学时，因为考
试得了高分在家得意时，父亲笑呵呵地说，

‘你最好看看是什么原因丢了那两分。’父亲
并不要求我们考满分，只是让我们养成探索
与求解的习惯。”

还有一件事让吴天骄记忆深刻。有一
年，吴天骄应邀去香港作关于运筹学方面的
报告。报告中，他用父亲的方法找到极值点，
父亲给了他一些建议。“父亲指导我如何灵活
应用数学方法来讲优化，并建议我在准备报
告时反复推敲，敢于对自己提出一些挑战。”

吴天骄一直在父亲身边，他深切地感受
到父亲身上那种革故鼎新的开拓创新精神，

不仅是父亲自己学术研究的灵魂，也是子女
们学习成长的永续动力和养分。

读书教会人思考

在吴天骄眼里，父亲爱读书，数理、文
史、政经都有所涉猎。小时候，父亲总带他
出去感知外面的世界，一是去新华书店，二
是去看电影。

在吴老长青的学术生涯中，数学已深深
地融入他的生命，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情
结：读历史，他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看到科
学的思想；观围棋，能让他从简单规律下的
变化联想到数学；甚至看电影，都能从中学
到换一种思维去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

“我小时候，父亲给我买来连环画《祖冲
之》等一些读物，母亲在中科院数学所图书
馆工作，也经常让我们多读书。渐渐地，读
书从父亲的个人习惯成为整个家庭的习惯，
我们获益良多。”吴天骄说。“父亲还经常带
我去单位，在逻辑推理方面，得益于父亲的
耳濡目染，上学期间，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很
好。”

因为吴老的言传身教，四个子女都相继
考上了大学，大女儿学物理专业，二女儿学
自动控制，三女儿学医，儿子学了软件和自
动控制。虽然四个孩子的专业没有一个和
父亲相同，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很优秀。

用言行在子女心中播种

吴老曾说：一个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
是在整个社会、国家的支持下完成的，得到
很多人的帮助，是踩在许多老师、朋友、社会
的肩膀上才上升了一段。如何回报呢？只
有让别人踩在我的肩上，我希望我们的数学
研究能够一棒一棒地传下去。

他不断鼓励和帮助年轻人，矢志不移地
推进数学学科发展。2007年，已88岁高龄
的吴老仍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为研究生作
报告，并解答了他们的问题。

2001年，吴老用自己获得的国家最高
科技奖奖金建立“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以
支持数学史和丝绸之路交流史研究。他对
中国数学史的深情，推动了我国数学史研究
的发展。

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有千万种，但最终起
作用的不只是言传，更是身教。在如今浮躁
的社会环境下，专注者不多。而吴老在年迈
时依然勤恒奋进的精神，彰显着他治学严谨
的可贵品质。他始终保持淡泊、平实、谦和、
豁达的处世态度，不为世俗而动、不受环境
侵扰、不被利益所诱。子女们都传承了吴老
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在各自的领
域，慎独慎微地沉心做事，踏实作为。

吴天骄告诉记者：“父亲现在虽然离开
了我们，但在我们心中父亲从未走远。因为
他为我们留下了不竭的思想源泉，留下了一
位科学家的朴素情怀，留下了亲切淳朴的美
好回忆，他的风范和精神永存。”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田梦迪

4月21日，抖音举办未成年人保护专家沟
通会。来自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等机构的专
家学者，以及《中国妇女报》、北京广播电视台、河
北广播电视台、江西广播电视台的媒体代表受
邀参加，共同探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议题。

此前，抖音与3家学术机构、10家媒体联
合发起了“未成年人网络权益保护专线”专项
行动，旨在探索建立一套多方有效协同的工
作机制，保护未成年人网络权益，服务未成年
人网络素养提升和全面发展。此次抖音未成
年人保护专家沟通会，是专项行动的首个研
讨活动。未来，专项行动还将组织家庭开放
日、制作校园公开课、发布未保常识宣传片，
与未成年人、学校、家庭实现互动。

抖音未保内容运营负责人从产品和内容
两方面介绍了抖音的未成年保护工作。在内
容层面，抖音从德、智、体、美、情5方面关注未
成年人成长，通过话题运营、优质内容推荐等
形式，鼓励引导创作者积极生产适合未成年
人观看的内容。截至2020年6月，青少年成
长内容累计播放量超过了10万亿，累计点赞
量超过3092亿，累计转发分享量超过102
亿。对于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等内容，抖音会
给予下架处理；对于宠粉送礼等诈骗行为，给
予封禁账号、封禁设备等顶格处罚。产品层
面，通过青少年模式、亲子平台和时间锁等工
具搭建适宜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络环境。

与会专家对抖音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给与了
肯定，同时从未成年人内容生态建设、不良消费
规制、网络素养提升等方面提出观点和建议，并
呼吁多方协同，为保护未成年人全面发展做出

努力。

构建有利未成年人成长的内容生态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
心主任方禹提出，未成年人内容生态建设，不
仅要具备平台视角，更应重视未成年人视角，

“合适未成年人观看的内容，只有建立在未成
年人喜欢看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周少贤认为青少年在网络中交往、学习、娱
乐是未来的大势所趋。抖音短视频呈现方式
的生动性、趣味性、互动性，非常贴合青少年
的发展特点及心理需求。如果绝对化地让孩
子与网络隔离，其实是一种网络自闭，会给孩
子的人际、学习、情绪、人格等带来负面影响。

作为一位母亲，周少贤讲述了自家孩子
的真实故事：“之前我给孩子买了《世说新语》
这本书，结果他根本不看，但看《世说新语》的
视频，他却非常喜欢。”她认为，抖音上涵盖科
技、历史、人文、地理等领域的内容，使孩子在
没有压力的状态下进行潜移默化地学习，过
程轻松而平等，与传统的家校教育相得益彰。

此前，抖音联合9所211高校、39家文化
机构启动“都来读书”阅读计划，通过作家、学
者与未成年人的线上交流互动，让孩子们在
阅读中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便是着墨于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林维表示内
容分级的关键在于“平衡”，有时将内容打上
了“少儿不宜”的标签，反而会引发好奇、产生
负面效果。到底如何平衡？林维认为抖音在
这方面做了一些不错的尝试，如通过传达美
意、彰显善意的视频内容，引导孩子们建立向
善向美的人生观。

例如，抖音联合中国美术馆、中央美院、

中国戏曲学会等艺术机构启动的“DOU艺计
划”，旨在助力大众艺术传播与交流，截至
2020年12月，音乐、舞蹈、戏曲、绘画、书法等
门类相关视频在抖音累计播放量超过2.1万
亿。许多未成年人在家长的陪伴下观看、欣
赏歌舞绘画视频，并进行实践、学习，在寓教
于乐中提升自我艺术素养。

如何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基础上进一步
细化规范平台内容？方禹提出：一是违法信息
不能有；二是对不适宜未成年人的信息做出提
示。对此，抖音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行业做出了
示范，如号召政法类账号制作普法视频，帮助
未成年人了解网络安全常识，一定程度上为未
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提升提供了有益素材。

规制未成年人网络不良消费行为

未成年人直播打赏退款机制一直是深受
各界关注的话题。抖音明文规定不允许未成
年人充值打赏，对于未经监护人允许的未成
年人直播打赏一经核实予以全额退款。数据
显示，2020年5月至2021年3月期间，抖音
共处理未成年人直播打赏退款3.6万起。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执行院
长、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首席专家张洪生
认为，“从未成年人直播打赏全额退款案例可
见，追求商业利益不是互联网平台的唯一诉
求，产品和服务的人文关怀是企业社会价值的
体现，也是企业落实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中
国政法大学检察基础理论研究基地执行主任
王贞会表示，从青少年模式的限制使用时长、
限制直播打赏，到未成年人直播打赏全额退
款等，这看起来是未成年人保护的一小部分，
但却是企业让渡自我利益上迈出的一大步，

这些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抖音在核实未成年人打赏退款时发现，成

年人冒充未成年人的占比高达63.5%。对此，
林维表示，与司法实务不同，抖音在未成年人
退款机制中所采用的存疑时有利于申请人的
原则，因此会使得一些成年人“有机可乘”，不
过一旦在核实过程中发现是成年人冒充的情
况，平台也可以合理地拒绝他的退款申请。

服务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审王雪梅
提到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她认为当代很多
家庭在引导孩子、教育孩子方面比较迷茫，不
知道如何指导孩子安全、健康用网。

张洪生提到，未成年保护不只是网络问
题，也不只是互联网平台一家的责任，它是社
会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政府、家庭、学校、社
会等各方主体责任都应该发挥作用。其中最
容易忽略的恰恰是家庭责任，对于未成年人
自律，家庭教育和监督最为关键。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
所长郭开元认为，监护人的网络素养教育应
该被各界重视。“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亲
子平台’、‘时间锁’等功能，需要父母监护到
位才能起到根本保护未成年人的作用，监护
人要以身作则，提供良好的家庭用网氛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传
播学博士、社会学博士后罗自文从媒介素养方
面入手，提出新思路，“需要提高未成年人本身
的网络素养，让他们能够分辨不良信息和有益
信息，并养成有效控制自己上网时间的意识”。

他认为，媒介素养分为三个层次：技术层
次、价值层次、伦理层次。现在的未成年人在
价值和伦理层次的认知较弱，这需要学校、家
庭的关注和教育，网络平台则可通过活泼、易
于接受的案例形式，如短视频、动画、绘本等，
对未成年人进行更多引导。

最后，王贞会期待说：“希望单个企业的
责任先行，可以带动形成整个行业的统一规
范，让全社会形成合力，共同保护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最美家庭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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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心中父亲从未走远”

风范范

家庭引导家庭引导、、社会协同是关键社会协同是关键

吴文俊是我国数学研

究的集大成者，他的研究

融合了东西方、古现代等

诸多元素。1956年，他与

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

第一届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他的研究成果成为近

代数学拓扑学的里程碑。

之后，他又潜心研究中国

古代数学，开创了数学机

械化这一全新研究领域，

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

了方法上的启示。2000

年，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2019年，获“人民科学

家”国家荣誉称号。他是

我国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

得过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两个

奖项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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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骄与父母在一起。

■ 黄威

在广西桂林，有一个知
名公益活动品牌“周末爱心
妈妈”，谢玉华是其创建人。
从20世纪末投身公益事业
以来，她倾心倾力帮扶困难
群体，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充
分肯定。谢玉华家庭被评为
全国最美家庭、全国五好文
明家庭标兵，而她本人也被
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
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

幸福家庭里的平凡点滴

谢玉华是广西三正国际
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华
慈善奖最具爱心楷模、桂林
市妇联兼职副主席、桂林市
女企业家协会会长……在众
多荣誉和光环下，谢玉华更
愿意谈自己的“小家”和“大
家”。

谢玉华事业有成，也重
视家庭。她的丈夫是一名老
公安，每每谈及丈夫时，谢玉
华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微
笑：“每次踏入家门，就是我
感觉最温暖、最幸福的时
刻。”

2010年年底，正在南宁
市参加广西“两会”的谢玉华
得知丈夫突发脊椎病，病情
严重，她毅然决定晚上飞赴
广州陪伴丈夫治疗，早上再
准时出现在会议现场。

那段时间，谢玉华多次
往返于两城之间。在她的精
心照顾下，丈夫的身体逐渐
康复。如今，她的丈夫也常
参与公益活动，并主动承担
了摄影工作。

谢 玉 华 还 是 个 好 女
儿、好儿媳、好妈妈。她常
常和身边的同事、朋友说，
人生最大的功课就是要以孝为先，尽孝道。

结婚后，谢玉华把独居的母亲接到自己身
边照料。在母亲最后的生命时光里，老人因糖
尿病并发症失明而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谢玉
华和丈夫悉心照料，从不说累，直至母亲安然
辞世。

对公公婆婆她也同样尽心尽力。平日，谢玉
华和丈夫抽空陪二老聊天，遇到节假日带老人外
出逛街、旅游。婆婆卧病在床的6年时光里，谢玉
华夫妇在病床前细心侍奉，让老人安详地走完了
最后一程。

谢玉华曾说，在众多的角色中，她最喜欢的是
“妈妈”。如今，她和丈夫收养资助的两个孩子已
成家立业，自己的女儿也顺利完成学业，开办了自
己的公司。女儿受到妈妈的影响，也投身公益事
业之中。

用爱心诠释巾帼力量

成为“周末爱心妈妈”，缘于一场美丽的邂逅。
1987年的一天，谢玉华遇见了一位独自在街

上卖甘蔗的小姑娘。简单的交流后，谢玉华得知
小姑娘因为父母离异、家庭贫困，不到14岁便辍
学，做点小生意赚钱补贴家用。此后，谢玉华经常
去小姑娘那里买甘蔗。两个人慢慢地熟悉了，她
得知小姑娘渴望能和别的孩子一样正常上学，于
是就收养小姑娘为干女儿，接到家中一起生活，并
将她送入了校园。

后来，谢玉华夫妇又收养了一个相同情况的
孩子。与孩子们共同生活的日子里，谢玉华感受
到，像她们这样的孩子，是多么需要温暖，多么渴
望被爱。

2011年6月，在担任桂林市女企业家协会会
长后，谢玉华创立了公益组织“周末爱心妈妈”。
这是一个关爱孤残和留守儿童的民间公益组织，
目前已有志愿者600余人。自成立以来，谢玉华
带领志愿服务队举办了300多场公益活动，组织
捐款捐物达1800多万元，提供志愿服务12万人
次，受帮扶群众1.1万人。

“周末爱心妈妈”利用周末等闲暇时间，带着
爱和慰问品走到需要帮助的儿童中间，用母爱滋
润了一个又一个幼小的心灵。“妈妈”们成了特殊
学校、福利院、医院、贫困家庭的“常客”。她们还
开展“留守圆梦系列行动”，先后帮助上千名留守
儿童实现梦想。

过去几年中，“周末爱心妈妈”多次帮助困难
女工家庭解决难题，邀请专家为女大学生展开就
业指导，还创办了大学生创业就业实践基地，为上
万名学生传授宝贵经验。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正在国外的谢
玉华立即号召和带动身边的华侨华人加入“周末
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购买各类医疗物资并委托
专人运送回国，之后又联合桂林市妇联等开展为
抗疫一线捐赠物资活动，慰问坚守在疫情防控一
线的女民警、辅警。

谢玉华着眼于物质和心灵双重关爱，引领带
动“周末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开展多种形式的帮
扶活动，爱心足迹遍布桂北大地各个角落。“周末
爱心妈妈”多次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全区优秀
志愿组织”“自治区巾帼建功先进集体”“桂林市志
愿服务先进集体”等称号，已成为广西公益活动的
一个知名品牌。

谢玉华常说：“与姐妹们一起，在各自的工
作岗位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既彰显了妇
女的大爱，也为老百姓、为社会的发展贡献了巾
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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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女们眼中，数学泰斗吴文俊为他们留下了不竭的思想源泉，

留下了一位科学家的朴素情怀，留下了亲切淳朴的美好回忆——

专家建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