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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成了高考作文题

你真得了解什么是ＶＲ

每年高考， 最热新闻之一就是作文
题。今年，浙江高考作文题就和新华社的
稿子《若虚拟更美好，现实是否就不重要》

不谋而合：网上购物、视频聊天等在我们
生活中越来越普及。有人预言，以后只要
装一个虚拟世界的设备，就可以足不出户
感受虚拟世界的真实场景……

这个几乎一夜蹿红的技术进了高考，

说明关注它的不该只是“理工男”。

ＶＲ

究竟是什么？能用来做什么？中国
在

ＶＲ

“爆发年”该怎么做？新华社稿子不
仅是高考作文题，也能带你一窥这个未来
新“风口”。

兴起的“第四屏幕”

———仅仅是娱乐？那太小看
ＶＲ

了

“欧洲杯决赛的票很早就买了，那时
还不知道自己当天要结婚。现在群里征集
一下，谁能帮我去结个婚？”

其实， 这位段子手不用那么纠结：

２０１６

年的欧洲杯决赛将采用
ＶＲ

全景拍
摄。解决方案：带着头盔去结婚。

ＶＲ

技术，几乎一夜间，已经在电影、

游戏和媒体等领域广泛使用。

１

月
６

日， 全国首个电影主题的
ＶＲ

乐
园正式在上海落户。坐上太空椅、带上头
盔和耳机，情境游戏体验中，你的四周是
茫茫宇宙和空间站。你仿佛是电影中的主
角，亲历一个个关乎生死的任务，体验激
烈的宇宙空战和航天器在陨石中穿梭的
刺激。

“这还只是‘初代’产品，‘迭代’的产
品是接下来进入场景之后，可以完整地看
到自己的手脚，甚至可以体验和触摸环境
中任何东西。”乐园建设方、米粒影业副总
裁陈祺说，目前主要是采用了国内比较
先进的技术，包括光学捕捉、动作定位等。

ＶＲ

和增强现实（

ＡＲ

）可不光是用来玩
的，在医疗、军事、模拟驾驶等领域应用前
景广泛。

上海儿童医院院长于广军说，现在已
经有一些公司和医院将

ＶＲ

和
ＡＲ

运用于远
程手术和教学。而且，技术上还可以继续
探索深度应用。

掌网科技董事长李炜、深圳市虚拟现
实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洁等描述

了几幅未来场景：中国西部边远地区的小
学生， 戴上

ＶＲ

设备后甚至可以亲眼看到
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穿越时空”为他们授
课；员工戴上

ＶＲ

设备坐在家里，可以与分
散世界各地的同事们在一个虚拟会议室
里开会；士兵带上

ＶＲ

设备训练，如同亲临
战场， 甚至能够感受到被子弹打中的疼
痛。

你以为这一技术诞生的千亿元级产
业，只是为了让消费者“目瞪口呆”吗？你
也许不知道它还让屏幕厂商笑开了花。

“不少手机屏幕制造商已进入了创新
瓶颈，手机的功耗大小、主板计算能力、显
示屏分辨率水平都已饱和，而现在有了新
的需求，原有的技术都将被打破，好比给
所有传统的手机厂商一个新的‘胡萝
卜’。”北京诺亦腾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
人、首席技术官戴若犁说，

ＶＲ

可能成为继
电视、电脑和手机之后的“第四屏幕”。

只关注商业模式？

———技术仍薄弱，别让伪
ＶＲ

迷了“消
费眼”

新“风口”要爆发，这次中国的布局可
不晚。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虚拟现实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赵
沁平说，

ＶＲ

概念最早由计算机图形学的
重要奠基人伊凡·苏泽兰于

１９６５

年提出。

我国“

８６３

计划”在
１９９６

年将“分布式虚拟
环境”确定为重点项目，

２００６

年
ＶＲ

技术被
写入《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

２００７

年科技部正式批准依托北航建
设国家重点实验室。

基础研究国内外差距不大，但起步早
不能赶晚集，要补的短板还很多。

———核心元器件依赖进口，用户体验
比较国外产品有差距。 专注

ＶＲ

领域投资
的松禾资本合伙人汪洋说，当前高品质的
ＶＲ

头盔，里面的芯片、陀螺仪、显示屏等
核心元器件都需要使用国外的货源。提升
ＶＲ

的体验感，需要解决显示屏的位移、分
辨率等众多问题， 而目前只有

ＯＬＥＤ

屏幕
能做到时延小、分辨率更清晰，不容易产
生“晕动症”，但技术主要掌握在三星、

ＬＧ

等几个公司手上。

西北工业大学动力与能源学院教授
吴亚锋说，在一些高端科研领域，

ＶＲ

技术
还存在一定缺陷。比如可视化建模，因为

产品硬件的速度和性能达不到预期，导致
科研人员想表达的东西做不出来。而在民
用层面，以

ＶＲ

眼镜为例，即便是一些国内
顶尖的公司，最核心的将双目影像投射到
视网膜上形成合一画面的光学元件也基
本依赖进口。

北京竞技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李金龙表示，正是由于存在这
种技术掣肘， 国内厂商想要大规模拿到
ＯＬＥＤ

屏幕，是有门槛的，往往受制于人。

头盔中还会有一些传感器，甚至于工业设
计、模具，生产工艺也无法像国外厂商那
样轻便优良。

“这是一个系统化的竞争，在基础材
料、理论、技术上我国仍有欠账。”李金龙
说。

———更关注商业模式， 伪
ＶＲ

影响体
验。甚至对于一些创业者而言，一个巨型
的球形屏幕， 外加一个体感设备和眼镜，

就能组成完全沉浸式的
ＶＲ

， 这显然才是
一种“虚拟想法”。

李炜说，国外已形成巨型科技公司引
领、众多中小企业跟进的“产业雁阵”，产
业链的垂直整合已经完成，中小企业围绕
巨头做配套开发， 产业生态体系完善。而
反观国内，

ＶＲ

企业尽管蜂拥而出，但大多
各自为战，甚至恶性竞争，多数只能模仿、

抄袭国外产品。“国内大多数
ＶＲ

企业都去
研究商业模式， 长此以往差距会越来越
大”。

“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对概念的
炒作过多，却没有把应用做起来。”西安灵
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建荣坦言，很多
人甚至是业内人士，一提起

ＶＲ

就是头盔、

眼镜，这样的认识很不到位。事实上，

ＶＲ

技术可应用的行业非常广泛，比如：建筑、

旅游、航天、教育、采矿等，但目前外界与
行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行业向细分市
场发展不足。

———优质内容缺失， 只能山寨无
ＩＰ

？

更重要的是，技术不是空中楼阁，还要内
容为王。就如同我们赞誉好莱坞是“电影
工业流水线”之前，先承认它有一批好导
演、编剧和演员。

深圳云立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戴鹏说，近两年国外企业或围绕虚拟社
交，或围绕游戏，开发

ＶＲ

产品，都推出了
精美的应用软件。 而国内缺少精美内容，

影响了市场对硬件的接纳。

打造新“微特尔（

Ｗｉｎｔｅｌ

）”

———爆发前夜，走入消费极只差一个
“奇点”

个人计算机领域“微特尔”独大（微软
视窗系统和英特尔制定了个人计算机的
所有标准、解决方案），以及移动互联网领
域的谷歌、高通、超威半导体（

ＡＭＤ

）等为
所有用户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

ＶＲ

领域，中国能不能诞生个“微特尔”？

受访专家和企业家认为，

ＶＲ

产业正
处于爆发前夜，谁能抓住机遇，经历一个
技术爆炸的“奇点”，推出真正具有极致用
户体验的产品，就能引领未来。

———加强
ＶＲ

技术的基础研究。 戴若
犁说，要更重视对产业的扶持，制定产业
发展规划，打造一批有竞争力的产业集聚
区。例如，在有条件的地区，有意识地对
ＶＲ

行业进行扶持，制定规划。

———掌握标准才能掌握话语权。例如
一台个人计算机，组件包括鼠标、键盘、显
示器、中央处理器、显卡、硬盘等，但一台
ＶＲ

设备应该包含哪些东西， 现在谁也不
知道。专家表示，现在各大硬件厂商都是
各自做各自的，除了头盔还没有标准化配
件。“我们就在做

ＶＲ

电子竞赛的标准化流
程，希望能推广至全球。”李金龙说。国内
厂商如果能将自己的设备、接口等标准输
出国外，就能在这个行业抢占先发优势。

———人才储备快速跟上。 汪洋认为，

ＶＲ

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学科， 集成了计算
机图形技术、仿真技术、人工智能、传感技
术、显示技术等最新发展成果，关键看顶
尖人才是否能在国内公司就职。

“在中国，华南理工大学有教授在做
ＶＲ

这块的哲学问题研究，例如伦理道德、

法律法规、货币转换等。北京理工大学有
和
ＶＲ

相关的光学研究， 但主要偏向于底
层性和科研类。” 深思考人工智能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志明说，在硬件技
术的人才储备和培养上， 有必要尽快部
署。

吴亚锋举例说，航空航天领域可以广
泛应用

ＶＲ

，但事实上，通常是懂专业的人
不懂

ＶＲ

， 懂
ＶＲ

的却不具备航天领域专业
知识，成了“两张皮”。建议高校可以在一
些理工科专业增加

ＶＲ

课程， 进行普及教
育。

（新华社上海
６

月
１６

日电）

添加剂制成“海蜇丝”，尿素等加工假皮蛋

———揭秘问题副食小菜造假黑幕

以“尚德守法共治共享食品安全”

为主题的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正在全国
各地举行。食品安全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要确保“产”得安全、“管”得到位，才能
切实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近期，多地出
现假海蜇丝、假鸭血、假皮蛋等问题副食
小菜。这些人工合成的食品，有的使用非
法添加剂甚至有毒有害化工原料，有的将
合法的添加剂当成原料，用法、用量十分
“任性”，健康风险很大。

两三年卖出
８

吨多假海蜇丝
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食药环支队根

据线索，近期在织里镇商城路农贸市场内
抓获犯罪嫌疑人袁某某

３

人， 现场查扣问
题海蜇丝

３００

余斤。袁某某交代，已销售假
海蜇丝近一年， 非法获利

７

万余元，“秘方”

是专程到江苏常州“拜师学艺”得来的。湖
州公安随即奔赴江苏常州，抓获以“师傅”

贾某某为首的制售假海蜇丝
３

人犯罪团伙。

“这个制假窝点隐蔽在常州钟楼区邹
区镇一处简易的农村民房中，室内遍地污
水，原料、工具随意堆放。”参与抓捕的湖
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织北派出所副所长
张利锋说，“用来浸泡假海蜇丝的白色大
桶都已发黑、沾满污渍，但经‘特殊工艺’

制造出来的假海蜇丝十分白亮。” 警方现
场查扣假海蜇丝成品

１

吨多，海藻酸钠、氯
化钙、硫酸铝铵原料十余袋。

贾某某交代，其生产、销售假海蜇丝
已两三年，主要通过凌家塘市场摊位贩卖
给周边的夜宵餐饮店，累计流入市场的假
海蜇丝已有

８

吨多。

警方介绍，这起假海蜇丝案件非常典
型，生产窝点隐蔽，往往藏身偏远郊县的
农居房内，外人一般很难察觉；多采取家
庭作坊的模式， 涉案人员多是亲戚关系，

以降低被外人告发的风险。

凉拌菜、配菜、烧烤食材问题多添
加剂被任性使用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像假海蜇丝
这样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甚至有毒化工

原料制售食品的案例时有发生，多数集中
在凉拌菜、配菜、烧烤食材等副食小菜。

今年
１

月， 江苏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
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杜
乐意有期徒刑

３

年
６

个月。经查，杜乐意将
鲜牛血利用速效强筋剂加工成食用血块，

按鸭血销售牟利。

此外，多地还曾曝光利用尿素、海藻
酸钠等原料加工制作的假皮蛋，用鸭肉经
香精、 嫩肉粉加工包装而成的假羊肉串
等。

记者调查发现，问题副食小菜中普遍
使用非法添加剂，有些即便使用的是合法
食品添加剂，其生产工艺也不符合相关规
范。

假海蜇丝就是将合法的添加剂作为
“原料”。据贾某某交代，通过一定的工艺
与合成产生化学反应、凝固成“人造海蜇
丝”。

食品安全专家表示，根据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 添加硫酸铝铵等的食品中，铝
的残留量应小于等于

１００ｍｇ ／ ｋｇ

，毫无海蜇
成分的假海蜇丝铝残留量高达

４８６ｍｇ ／ ｋｇ

，

已严重超标。长期食用含铝食品会影响人
体对钙、铁等的吸收，导致骨质酥松、贫血
甚至破坏人体的神经系统。

据业内人士透露，像容易导致黏膜损
伤甚至高氯血症的漂白粉，长期食用会影
响肝脏甚至可能造成癌变的保鲜粉等，在
多地被一些豆芽加工黑作坊滥用。

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工程与生物技术
学院专家告诉记者，合法的食品添加剂在
改善食品品质中发挥积极作用，但这些技
术和添加剂在黑作坊中滥用，会生产加工
出不符合标准、有害健康的食品。而一些
使用非法添加剂甚至有毒化工原料的“黑
心食品”，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威胁，有
的地方甚至出现“当地人不吃当地加工生
产食品”的现象。

违法成本低，“三小”监管地方立法亟
待加快

业内人士表示，制作问题副食小菜的
黑作坊，其主要供货对象是郊县小餐馆以
及无证大排档、烧烤摊点，一般不会进入
卫生规范的超市、餐饮店。此外，副食小菜
类作为容易被忽视的配菜，消费者通常只

是偶尔食用，每次食用量也不大，即便感
觉味道不对也很少追究。

据了解，假海蜇丝成本约每斤
１

元，对
外批发价约每斤

３

元，市场价为每斤
６

元至
８

元， 远低于天然海蜇丝每斤
１０

多元的售
价。

与此同时，非法使用添加剂制售食品
的违法成本并不高。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
分局副局长单永杰坦言，从现行法律执行
来看，如果使用合法食品添加剂、而非主
观故意使用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通常会
按照“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罪”

定罪，即使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
严重食源性疾病， 也是处

３

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如果仅仅是查获、

未有食物中毒等受害群体报案，处罚可能
会更轻。

此外，一些地方相关部门对副食品领
域的违法打击也存在短板。 单永杰表示，

湖州于
２０１４

年在浙江省内率先成立食品
药品环境犯罪侦查支队，以更专业化的警
种来加强日常巡查监管，所以这次在湖州
发现假海蜇丝线索后能快速反应，跨省打
击制假窝点。虽然目前全国多地已成立省
级食品药品犯罪专业侦查机构，但在区县
一级往往人员配置不够，难以形成食药犯
罪常态化巡查及打击。

业内人士认为，食药监部门在查处食
药违法案件时，由于职能差异，往往存在
用行政处罚代替移交司法机关进行刑事
处罚的“以罚代刑”现象，“行刑衔接”不畅
一定程度导致了食品安全犯罪成本降低。

在地方设置“食药警察”机构，有利于公安
机关提前介入食品安全案件，及时执法取
证，让食药监管真正“长出牙齿”。

对于假海蜇丝、假鸭血等食品安全问
题多发的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等“三
小”监管，虽然去年实施的新修订食品安
全法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要求各省制定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的具
体管理办法，但目前仅有内蒙古、陕西、广
东、河北、江苏等少数省区按要求制定了
相关地方性法规。专家呼吁，有关“三小”

监管的地方立法进程亟待加快，才能真正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避免“史上最严”食品
安全法难以在基层落地的尴尬。

（新华社杭州
６

月
１６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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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
理的通知》，向校园暴力“亮剑”。从中央部署到地
方落实，目前执行情况如何？校园如何更安全、阳
光？新华社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匿名问卷、警校联动，各地防控校园欺凌
此次专项治理覆盖全国中小学校， 包括中等

职业学校，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
４

月
－７

月， 主要是各校开展治理。 记者在多地调查了解
到，各地都进行了多项探索。

———拓展信息渠道，全面了解情况。除了公布
学生救助或校园欺凌现象治理的电话号码外，浙
江省通过开展家访、校园矛盾排查等活动，了解学
生的实际情况。 江西省要求学校通过设立校园欺
凌举报信箱、匿名问卷调查、学生访谈、同伴举报、

调看监控录像、教师与家长报告等方式，了解掌握
校园欺凌情况。

———加强全天候防控管理。 山东省荣成市加
强校园重点部位、 隐蔽部位和重点时段的防控管
理，并对校园进行全天候监控。福建省厦门市通过
健全警校联动机制， 上下学高峰期在校门附近巡
逻、不定期检查学生常逗留的场所或据点，并要求落实请销假制度，随时掌握
学生去向，如点名缺席，立刻和家长联络。

———落实相关责任制。据山东高青县第三中学副校长张宝岭介绍，学校按
照“全员育人”和“一岗双责”原则，细化明确每位教职工在预防和处理校园欺
凌中的责任，把首问负责和连带追究纳入校园欺凌预防和处置管理。

———构建预防机制。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以“亲职教育课堂”形式，对家
长进行家庭监护责任及教育方法指导，建立校园暴力预防机制。福建、安徽等
多省份加大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以及对偏差学生的跟踪管理和帮教转化，建立
预防机制。

“开展专项治理、督查等是好的开始，希望能形成常态化的长效机制。”安
徽省合肥市第五十六中学副校长孙启兵说。

直击校园暴力三大痛点
虽然校园欺凌治理正在全国铺开，但记者发现，一些地方校园暴力事件仍

时有发生。

６

月
９

日，云南普洱宁洱县曝出小学女生被同学打耳光事件，再次引
发舆论关注。

据记者调查，要根除校园欺凌，尚需直击三大痛点：

———沉默之痛：总是“闹大了”才说。多年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安徽省
合肥市包河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杜学玉告诉记者， 在她经手的校园暴力案件
中， 不少是已造成严重后果才被发现的，“其实可能存在大量的校园欺凌案件
没有进入诉讼程序，甚至不为人所知。”

有教师称，遇到校园暴力事件后，学校、家庭、学生等往往集体沉默：不少
学校选择低调处理，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长往往法律意识薄弱，选择
“私了”；受害者学生是弱势个体，怕打击报复，多选择忍气吞声。

安徽省合肥市一名高中生告诉记者，在学校即便是受了委屈，躲着哭一场
就算了，“告诉父母老师的话，他们（施暴者）可能会变本加厉再打”。

———“循环”之痛：受害者变施暴者，走入“恶性循环”。北京高院的统计显
示，近

１０％

的校园暴力被告人曾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
究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徐光兴说，一些被欺凌学生会寻找比自
己弱的目标，将情绪转移到弱者身上，成为新一轮的欺凌者。

在北京市高院发布的十大典型案例中， 便有一起被害人转化为加害人的
案件。田某在原籍上学期间经常被同学欺辱，去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田某将手电借给
王某，结果被王某遗落。在找手电的过程中，王、田二人言语不和，王某便找来
陈某、马某殴打田某。这一次的殴打，让田某长期压抑的情绪全面爆发，持刀将
三名同学刺伤。田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有基层教师表示，面对曾受欺凌的学生，大多只是以言语安慰为主，心理
疏导不及时、不专业，很容易留下欺凌转移隐患。

———“炫暴”之痛：施暴视频警示不足反成“样板”。辱骂殴打、拍摄裸照、捆
绑烫伤、群体械斗……近年来，这些广泛转发传播的视频正成为一种新的隐患
和伤害。去年底，江西东乡一中学发生校园暴力事件，施暴视频在网上热传。视
频中一名女生被多名女子扇耳光、拽头发，围观学生甚至起哄叫好，其中还有
一名学生尖叫：“我手在颤抖，太刺激了！”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梳理近
５

年审结的近
２００

起校园暴力犯罪案件时发
现，有近

７０％

的校园暴力犯罪被告人自述受到暴力影视、游戏影响。专家认为，

孩子会不自觉模仿使用暴力，从中获得“存在感”和“成就感”。

加大惩戒力度，加强行为矫正
在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

２０１５

年统计的
４０

起校园暴力事件中， 最终施害人
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件占比仅

２７．５％

，有超过七成暴力案件不负刑事责任。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造成人身伤害的暴力事件高达九成。

杜学玉介绍，由于年龄问题，大量校园欺凌案件虽涉及侮辱、殴打等恶劣
行为，但如果够不上轻伤以上伤势，施暴者面临的最多是治安处罚，一般采取
民事赔偿、批评教育等方式解决。法律专业人士指出，这可能会让未得到应有
惩戒的施暴学生更加有恃无恐。

部分受访专家及教师认为，首先应以更完善的制度识别校园欺凌行为。教
育部门及学校应明确校园欺凌的标准，把网络辱骂等新型欺凌行为列入其中，

并且实行“零容忍”。“学校的纪律一定要跟上，不能放纵。”全国人大代表、律师
秦希燕说。

杜学玉认为，有必要加大对校园暴力的惩戒力度，加强法律的威慑力，加
大对监护人的问责力度。中国儿童研究中心党委书记丛中笑建议，责任追究机
制应将监护人纳入其中，孩子行为失当，监护人要在一定程度上负责。

不少专家认为，治理校园欺凌，还应着重建立学校、家庭、社会等多位一体
的心理健康教育和道德法制教育体系。“幼儿园、小学、中学阶段的培养内容、

方法都应有所侧重。”丛中笑说。

秦希燕认为，社区矫正法应尽快出台，建立未成年人特殊教育体系，加大
对青少年行为矫正的执行力度。部分专家还建议，应创造更好条件让志愿者、

义工等社会团体参与对施暴学生和缺乏家庭关爱学生的教育关怀当中。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１５

日电）

□

新华社记者陈诺袁汝婷
袁军宝孟含琪

□

新华社记者吕昂方列翟永冠

□

新华社记者周琳扶庆陈晨

造假 新华社发徐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