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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 6日公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确
诊病例达115653459例。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由其和合作
伙伴共同开展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
计划（COVAX）”已向 20个国家交付
了2000多万剂疫苗，本周还将向另外
31个国家交付疫苗。“新冠肺炎疫苗
实施计划”由世卫组织、流行病防范创
新联盟、全球疫苗免疫联盟共同领导，
旨在确保所有参与的国家和经济体都
能公平获得新冠疫苗。其核心目标是
到2021年底提供20亿剂疫苗。

人家在传导正能量，他们无底线“蹭流量”

“拉面哥”的遭遇敲响了什么警钟？
新华社电 日前，山东临沂市费县梁邱镇一农民，因赶集出摊卖拉面“3

元1碗15年不涨价”，坚持惠民利民而走红网络。但很快这位“拉面哥”却
苦于被大批自媒体运营者蹭热度、“蹭流量”，其中部分人的手段甚至突破法
律法规边界，侵害“拉面哥”合法权利，严重影响其家人和村民的正常生活。

记者调查发现，当下部分短视频平台为牟利纵容、默许账号运营方打着
“弘扬正能量”的幌子“谁红就蹭谁”，手段极端、行为无序，导致违法侵权问
题频发。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助理
教授赵精武等专家表示，“蹭流量”行
为本属于中性的营销手段，但为了
经济利益或提升知名度，以极端手
段“蹭热点”则往往是以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为代价，很可能涉及侵权，情
节严重的甚至可能构成犯罪行为。

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
中心高级研究员臧雷指出，当前治
理以极端手段“蹭流量”歪风的难点
在于如何有效斩断一味追求“流量

为王”“流量是金”者的变现牟利渠
道，这就要求网络平台运营方坚持
正确价值底线，维护良好网络生态，
不能为平台“一己私利”将流量视作
企业唯一目标，滥用平台技术和资
源，平台一旦失察必须追责。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
院常务副院长姚泽金建议，网监、公
安等相关部门应加强执法力度，划出
清晰红线，形成对过度围观、恶意炒
作等极端“蹭流量”行为的有力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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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得州电网“乱揩油”？
民众多交电费160亿美元

新华社电 美国南部和中部地区
2月遭遇寒潮，得克萨斯州受灾尤为
严重。不少得州居民随后收到天价电
费账单，动辄上万美元，触发舆论质
疑。一家监管机构本周说，得州电网
运营商在寒潮来袭时计价有误，致使
民众多交电费160亿美元！

美国 2月寒潮造成至少 80人丧
生，其中逾 10人疑为冻死，大雪和低
温导致得州数百万居民断电停水多
日。得州最大城市休斯敦一名 11岁
男孩冻死在停电后无法供暖的家中，
母亲玛丽亚·皮内达 2月 20日提起诉
讼，向得克萨斯电力稳定委员会和电
力企业恩特吉公司索赔1亿美元。

美国本土48个州中，得州是唯一拥
有独立电网的州。得州电网以企业自主
度高、政府监管较少为傲。然而，在遭遇
极端天气时，得州电网也难以获得外援，
即从其他电网“借电”。得州电力企业众
多，居民可自由选择从哪家电企购电，购
电套餐五花八门。2月寒潮期间，一些
居民的电费甚至涨到平时的10倍。

得州电力部门部分高层近日承压
卸任。得克萨斯电力稳定委员会董事
会主席萨莉·塔尔贝格和多名董事 2
月 23日宣布辞职，首席执行官比尔·
马格内斯3月3日被“炒鱿鱼”。

研究显示
常吃肉与多种疾病存在关联

新华社电 英国《BMC医学》杂志
日前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常吃
肉与较高的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等
风险相关。牛津大学的团队分析了近
47.5万名英国成年志愿者的健康数据。

团队发现，平均每周进食 3次或
以上未加工红肉和加工肉类的志愿者
与进食肉类较少的人相比，更可能会
吸烟、喝酒并且体重超重，他们吃水
果、蔬菜和鱼类等食物的次数也往往
较少。研究结果显示，进食未加工红
肉和加工肉类越多与更高的缺血性心
脏病、肺炎、消化道憩室病、结肠息肉
和糖尿病风险之间存在关联。例如日
均多进食70克这类肉食者，其患缺血
性心脏病的风险可能上升 15％，糖尿
病风险可能升高 30％。但研究人员
也发现，进食较多未加工红肉和家禽
肉与缺铁性贫血风险下降相关。

团队表示，未加工红肉和加工肉
类是饱和脂肪酸的主要膳食来源，饱
和脂肪酸能提升体内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水平，这种物质是导致缺血性心
脏病的风险因素。但牛津大学的研究
者也认为，仍需进一步研究分析与进
食肉类相关的不同疾病风险的差异，
以便明确其中的因果关系，探究是否
降低食肉量就能避免这些疾病风险。

世卫组织：

COVAX已向20国交付超2000万剂新冠疫苗

“3元1碗15年不涨价”
“凭着善良的心意走红”

和面、揉面、溜条、甩动，在
费县梁邱东大集上程运付的拉
面摊位，来吃面的人络绎不绝，
他一边忙着手头的活，一边还
不忘和老主顾们打招呼。“3元
一碗，便宜又实惠，我经常来
吃。”正排队等拉面的王长兰对
记者说。

程运付是梁邱镇马蹄河村
村民。从 2005年底开始赶集摆
摊卖拉面，他和妻子每天开车带
着面粉、案板和煮面的大锅辗转
于周边几个乡镇的集贸市场。
“一直是 3元一碗，只不过之前
是带肉的，现在不带肉了。”程运
付说。

对于多年未涨价，程运付坦
陈，其实他多次计算过成本上涨
的账，也想过要涨价，但他过过
苦日子，就想让老百姓吃上便宜
实惠的拉面。“来吃面的都是周
边老乡，平时干活出大力的，挣
钱辛苦，如果涨价，可能很多人
就舍不得吃了。”

如今，程运付一天能卖出
三四百碗拉面。据他计算，按
照当前的成本，一碗拉面大概
也能赚个几角钱。“只要原料价
格不大涨，我还会坚持 3元不
涨价”。

“3元拉面”加上质朴的话语、
憨厚的外表，程运付迅速在网络
平台“凭着善良的心意走红”，被
网民亲切地称为“拉面哥”。

记者了解到，程运付和“3元
拉面”走红很快引来了多地网红及
视频博主。为了蹭到“拉面哥”的
热度及流量，这些人涌进他的拉面
摊和村子，对其“围追堵截”，这不仅
使“拉面哥”一家无法正常生活，影响
赶集出摊，还导致村里道路交通“瘫
痪”，严重侵扰村民们生产生活。

记者调查发现，“拉面哥”的遭
遇并非个例。不少自媒体、短视频
账号运营者信奉“流量为王”“流量
是金”，逢热必蹭、谁红蹭谁，如不
久前的丁真。而“蹭流量”的套路
则大致有这样几种：

“正”蹭。这种套路往往是打
着“弘扬正能量”“传播新风尚”等
旗号正面对当红或流量人物进行
拍照直播等，实则是为自己的账号
加流量、涨“粉丝”。记者日前在
“拉面哥”家门口看到，当天尽管他
并不在家，但 100多名各路网红和
视频博主围聚在他家周围围观、拍

照、直播。“我开了一家店，平时做
直播，现在正是涨粉的好时候，就
连夜开了 6 个小时的车赶过来
了。”一位来自江苏镇江的视频博
主表示，知道这种行为打扰了“拉
面哥”的正常生活，但在流量时代，
蹭点流量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蹭。这种套路往往信奉
“黑网红也是网红，被骂的流量也
是流量”，不问是非、不分轻重地对
热度和流量人物、事件进行调侃、
审丑甚至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只
为博取网络关注流量。比如不久
前对马保国的一轮审丑大潮。

“硬”蹭。虽然“八竿子打不
着”，但为自身私利强行入镜。记
者发现，为蹭“拉面哥”流量，他家
门口不仅有拍照、直播的，还有不
少人打卖狗广告、卖充电宝、卖食
用油。在其摊位前还出现了征婚、
唱歌、送锦旗、贴寻人启事等五花
八门的行为。

这边刚红，那边“蹭流量”的就蜂拥而来

“蹭流量”过界后果严重，网络平台一旦失察必须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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