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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依赖
让他们颇有成就感

今年50岁的老潘和老伴老姜经
营着一家婚庆店，过着平淡又充实
的日子。他从未想过，一次偶然的机
会，让他们走进网络，收获了很多电
子“儿子”“女儿”。

平日里，女儿小潘在短视频平
台上分享自己的跳舞视频。她在视
频中展现出来的自信和大方，吸引
了很多同龄女孩的关注。在小潘个
人账号的评论区，许多人对她的家
庭生活氛围表示羡慕:“原来你就是
我爸爸妈妈的女儿”“如果我的爸爸
妈妈是这样，我做梦都要笑醒”“真
好！有你这样的家庭存在，我看看就
觉得美好了”……

而小潘也友好和网友互动，表
示自己属于“拯救了银河系”，“各位
弟弟妹妹哥哥姐姐，这辈子我一定
会让咱爸咱妈活得幸福快乐，你们
在我看不到的世界的每个角落也要
活得开心好吗？”

在短视频平台上，老潘夫妇以
父母的视角展现着发生在平凡家庭
中的故事。“2023年9月17日。”老潘
清楚地记得第一条视频的发布时
间，他说本以为已到中年不会再有
过多的发展，没想到接触到短视频
后，找到了新的人生意义。

“带孩子逛超市”是老潘夫妇最
火的一个视频，全网浏览量超9000
万，点赞量破三百万。老潘说，这样
的视频并没有过多的构思和设计，
一切都是真实生活的重现。“网友们
说，想得到一份爱。我也不知道爱是
什么样子，那就还原一下我带女儿
逛超市的场景。”

让老潘夫妇有成就感的不仅是
可以为“孩子们”带来一点爱和关
心，还有来自“孩子们”单纯的依赖。
有人曾说，睡前跟他们说句话，会睡
得更踏实。

春节前，老潘夫妇格外忙碌，都
是凌晨一两点钟才能回家。到家后，
老潘一有时间便会打开手机，看看

“孩子们”的留言。

老潘夫妇的视频赢得众多网友点赞。

网络截图

“你在学校怎么
样呀？累不累呀，宝
贝？”“女儿女儿女儿，
今天没有受委屈吧？”

“宝贝回来啦！咋哭
啦？谁欺负你了跟爸
爸 说 ，爸 爸 给 你 撑
腰！”……近日，一对
陕西汉中的中年夫妇
在短视频平台上爆
火。视频中的他们面
容慈祥，言笑晏晏，展
现出无微不至的关
怀。网友也从这些视
频里感受到了“父母”
给予的温暖，纷纷点
赞。这对夫妇因此成
为数百万网友的“电
子爸妈”。

有人分享喜悦、有人过生日求
祝福、有人倾诉烦恼……众多留言
中，有一条留言引起老潘的注意：

“爸爸，你能不能加我，我这几天没
见到你，很担心你。”几天没有上线
的老潘，未曾想到会让“孩子们”如
此挂念，“孩子们说我温暖了他们，
其实他们也温暖了我”。

看似“电子爸妈”的单向输出，
其实更像是这对夫妇与孩子们之间
的相互温暖。

生气不许超过半个小时
他们的家庭和睦有爱

在“电子爸妈”的背后，是一个
和睦有爱的家庭。

在老潘夫妇眼里，女儿是家里
的开心果，是从小到大被宠起来的
小公主。夫妇二人并不要求女儿成
龙成凤，只希望女儿过得开心快乐。

小潘在高中阶段也有过叛逆
期，她曾不顾老潘夫妇的反对，放弃
上学，跑到周围的店铺里打工。老潘
没有批评，没有打骂，反而是不管早
晚都去接小潘下班。

在女儿面前，老潘一直是宽容
耐心的父亲形象；而在女儿看不见
的地方，老潘私下找到店铺老板，希
望其把女儿辞退。几经折腾后，女儿

还是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在老潘眼里，老伴老姜也是个

长不大的孩子。在相濡以沫的日子
里，他总结了一套家庭和睦相处的
原则，“家庭要幸福，要多一点笑声，
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包容。”

老姜告诉记者，家里有这样一条
规矩：“生气不许超过半个小时。”二
十多年来，夫妻俩很少生气，每次自
己还来不及生气，就被老潘哄好了。

他们影响了许多人
未来还想去助农

老潘夫妇在网络上的迅速走红，
让他们收获了众多粉丝，大家纷纷向
这对“电子爸妈”倾诉心中的故事，许
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发生了改变。

老潘夫妇曾帮助一位患有抑郁
症的女孩。那天，老潘像往常一样浏
览着“孩子们”的留言，忽然无意间发
现了一名女孩的消极想法。“我一看
到那样的留言，头发都竖起来了。”因
无法面对面劝导，也无法联系到女
孩，老潘夫妇决定开直播“喊话”，并
私信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希望女孩
可以联系他们。

经过两天的等待，老潘接到了
女孩的电话。女孩表示自己并没有
做傻事，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刻拉住

自己，如今她想好好地生活下去。老
潘说，他从未因为一个不曾相识的
孩子而感到揪心，而这次的经历，让
自己感觉又多了一个“女儿”。

除了“电子爸妈”的身份，老潘
夫妇与三四个孩子成为私下的好
友。“这些孩子刚开始聊天时，总流
露出一种消极的感觉，现在他们的
性格转变很多。”老潘说，“石榴”就
是其中一个。

“他比较自卑，不自信。”2023年
10月开始，老潘每晚都会与“石榴”
聊天，以朋友的身份陪伴着他，“有
时给他讲述我小时候的成长故事，
有时将家乡的黄土高原分享给他。”
老潘用自己的“魔法”将“石榴”带出
自卑的世界，让他逐渐充满自信。

老潘夫妇的温暖善良背后，也
引来了一些“烦恼”。在一些私信中，
经常有借着悲惨故事向夫妇两人借
钱的。这也引发了小潘的担心，“爸
爸妈妈年纪大了，不能辨别真假，就
怕有人利用爸爸妈妈的善心，让他
们误点链接被骗。”

有了一些影响力，他们想去帮
助更多的人。老潘说，对于未来账号
的运营，不仅是为“儿子”“女儿”们
提供更多的爱与支持，还想去助农。

“我是农民的后代，想帮他们解决一
些实际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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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爸妈”火爆背后是年轻人对情感关怀的渴求
专家建议：回归现实勇敢迎接“温暖源泉”

明明是虚拟的父母与孩子
之间的关系，为何有这么多人愿
意假装相信并享受于此？高赞评
论之一是“互联网爹妈试图拼起
碎了的陌生小破孩”。所以，不难
理解，网友们是从这虚拟的亲
情、被宠爱被呵护的感觉中，获
得了想要的温暖和满足。这背后
或许反映出，这些年轻人太缺少
情感关怀了。

因为现实中，很多父母是会
“伤人”的。有媒体做过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2000多名18-35周
岁的青年中，高达90 . 6%的受访
者坦言被父母的言语打击过。

父母或是受到“骄傲使人退
步”的理念驱使，或是不知道该
怎样直接夸赞孩子，总是习惯看
到自己孩子的问题。这么做，不
仅没办法让孩子变得更好，反倒
让其感觉更糟。他们变得自卑、
敏感、不敢爱别人，也很难爱自
己，很多人长大也没有学会肯定

自己。
有的家庭实行“苦难式教

育”，很多父母总觉得优秀品质
都是从苦难中磨炼出来的，担心
现在的孩子过得太舒服，经受不
住生活的“风雨”，所以即使没有
苦，也要故意制造“苦难”……

年轻人从“电子爸妈”这里
寻求慰藉，只要不沉溺于此，本
身并没有大碍。但也应明白，虚
拟世界中的完美父母并不真实
存在，很多博主生产的作品内容
和方向，是通过大数据运算出来
的，或是一种商业化运作。如果
盲目崇拜，沉迷于此，容易被商
家控制，而产生过度消费，甚至
遭遇情感欺骗。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燕认为，现
实中的父母没有绝对完美的，他
们不仅要解决自己的烦恼、成长
的议题，还要陪伴另一个生命成
长。作为父母，也非常惶恐、担

忧。作为孩子，要学会理解、接纳
现实中的父母，即使他们并不完
美，但不影响他们爱我们。

“作为子女，要在现实中勇
敢、主动地去与自己父母和解，
创造更多互相接触、了解和沟通
的机会。而且已经长大的子女，
可以反过来影响父母，带动父母
一起成长，鼓励他们运用新思
维、新角度看待事物。”张燕认
为，从完美的“电子爸妈”回归现
实，接纳不完美的生活，主动建
立积极正向的亲子关系才是真
实在身边的“温暖源泉”。

“电子爸妈”的走红，实际上
开启了一场全新的亲子对话。有
网友把“电子爸妈”的视频发给
自己的父亲，说“你看看别人家
的爸妈”。这和父母常说的“别人
家的孩子”是不是异曲同工？这
或许可以给所有父母带来一些
思考。 综合扬子晚报、极
目新闻、正观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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