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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话题

几万元貂皮卖399元？
别“围猎”直播间的老人了

瞭望塔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任思凝

“南方小土豆”爆梗，是爱称还是刻板印象

标签不宜过度解读，玩梗也要适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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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哈尔滨旅游“燃爆”
全网，从各地特别是南方飞往东北
赏冰乐雪的游客络绎不绝，“南方
小土豆”这一称呼也在网上走红。

1月 3日，“南方小土豆刻板印
象”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在北京日
报微博发起的投票“你怎么看南方
小土豆这一称呼”中，53%的网友投
给了选项一“可可爱爱”，14%的网
友投给选项二“非常反感”，12%的
网友投给选项三“不太好听”，21%
的网友投给选项四“我无所谓”。

“南方小土豆”是指在东北游
玩的南方人，身穿浅色羽绒服，头
戴可爱帽子是他们的特征，又因其
平均身高比北方人低，便有了这个
形象又亲切的叫法。同时，这也蕴
含着当地居民对“小土豆们”勇闯
东北的“宠溺”注视。

然而，有人从中读出了其他含
义。“南方小土豆”的叫法，既有歧
视南方人身高“矮小”之嫌，还可能
暗含地域歧视，即南方人第一次见
到冰雪时“土气”的夸张表现。

不仅如此，这一称呼还带来刻
板印象的问题。当目光被聚焦在
体格娇小、憨态可掬、以女性为主
体的“南方小土豆”身上时，一方
面，地域特征与性别特征混杂，遮
蔽了身材高挑女性、南方男性游客
等形象，淹没了游客真实体验的声
音表达；另一方面，叫法本身在萌
化处理中被不断放大，类似“想养
个南方小土豆”等话语让人感觉不

舒服，超出了调侃的范畴。
本质上，“南方小土豆”就是一

个身份标签。即便它没有严格边
界，更多依靠人们的心理认同，但其
属性也决定了，必然有人不认可、不
接受被“一概而论”。从这一点上，

“南方小土豆”究竟是爱称还是刻板
印象，可能不存在统一答案。鉴于
此，公众讨论应保持理性，尊重每个
人的独特性，包容不一样的声音。

标签不宜过度解读，玩梗也要
适可而止。现在，过半数网友投出
称呼“可可爱爱”一票，但如果盲目
跟风、过度玩梗，人们的感受就会
趋于反感。把握好尺度与边界，应
是对待一切网络热词、热梗的态度
与底线。

不可否认的是，“南方小土豆”

摸索出了跨地区交流的新模式，也
拉高了冰城的“温度”。南方游客
在东北花式被宠的背后，折射出当
地用心服务的正向观念。

抛开大大小小的争议，这场双
向奔赴落到每个人身上，不都是最
独特生动的记忆吗？城市地铁化
身免费“摆渡车”，市民开私家车接
送游客，司机用温柔“夹子音”跟乘
客对话……每个身在其中的人，感
受到的都是质朴热情。

南北交流不止一种叙事模式，
无论是“南方小土豆”还是“广西小
沙糖橘”，让我们珍惜这份跨越地
域的情感链接，挖掘更多真诚优质
的旅游服务，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
的未来。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韩静

极目新闻：
一碗麻辣烫 106

元，对“小摊刺客”的整
治必须动真格

1月 2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
日，湖南长沙国金中心附近现天价麻
辣烫引发关注，网传视频显示，一小
碗街边地摊麻辣烫要 106元，顾客认
为价格贵得离谱，当众要求一样一样
挑出来算账，碗中不乏大量素菜。执
法部门已进行处理。

很多去长沙的人都并不是专门
为了观光看景点，而是去打卡各种小
吃和网红店，所以，长沙的这种流动
摊点特别繁多也特别集中，很难做到
实时监控，不出一点问题。但有烟火
气不能等于没规矩，更不等于违法违
规，随意宰客。当地说要整治，就得
动真格地去改，并且保持常态化的监
管，让商家不敢再当“价格刺客”。

正观新闻：
厕所只有图标和英

文，加上汉字很难吗？
近日，广东一位老伯爆料，广州

白云区百信广场厕所只有图标和英
文，没有汉字，导致自己误入女厕所，
被指非礼。广东媒体记者实地调查
发现，商场厕所标识确实有英文无汉
字，多位街坊上厕所时，需要询问保
洁阿姨。

上个厕所分不清男女？现在一
些商场，净整些英文让人看不懂。其
他的指示标志就算了，厕所这么整让
人忍不了。这对公众，尤其对老年人
很不友好。实际上，就算是年轻人，如
果比较急，只看一眼图标和英文也容
易分不清，都不如汉字来得实在。设
计者不能陶醉于“自己看得懂”，忽视
了公众的认知差异。应该明白，在中
国，汉字才是根本。指示标志只写英
文不写汉字，无异于舍本逐末；商场把
纯英文当成高端，只能是假高端。

澎湃新闻：
用“子午谷奇谋”逃

裁员赔偿，劳动法要管
近日，西安某广告公司为裁员不给

补偿，将位于西安高新区CBD区域的公
司，搬迁至位于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
子午峪的村子里。这里因通勤太长、生
活条件不便，10多名员工主动离职，当
然也就没有赔偿。然而才短短一周，

“公司又搬回城里，还开始招聘”。
子午峪，又叫子午谷，是三国时

魏延向诸葛亮建议通过子午谷奇袭
长安的地方，如今这家公司的“子午
谷奇谋”是为了逃避裁员赔偿。当地
的劳动执法部门应该介入并调查，给
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近年来一些
企业为压缩用人成本，逃避法律责
任，想出了各种歪招怪招来逼走员
工。从法律上说，如果双方之前没有
约定上述办公地点，用人单位以所谓
的“搬家”为由，迫使员工主动离职，
构成了对双方所签订劳动合同的故
意违反，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
偿。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不应是“算
计”与“被算计”的关系，企业高质量
发展，还须从长计议。

近日，吉林长春，女子称自己母亲
迷恋上一个主播，该主播的人设是为
老百姓办实事。母亲特别相信他，为
了支持他在其直播间买了很多东西。
收到货的有价值 2888 元的腕表，手
机、项链耳环等，还有一件会送红包
的价值好几万仅售 399 元的貂皮大
衣。女子表示十分无奈，母亲不信自
己就信主播，不让买的东西也会悄悄
下单。(1月3日中国新闻网)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线
下推销“坑老”，已经转移到线上的直
播间“坑老”，其波及面也进一步加深。

在直播间里，一些主播常常把自
己塑造成“专业人士”“慈善家”，以权
威形象吸引众多老年消费者，声称“为
老百姓做实事”，为其“送福利”，实际
埋下不少套路和陷阱。仔细想想，带

货主播怎会做亏本买卖？
显然，这些主播的动机并不单

纯。他们为了牟取利益，可能会夸大其
词、隐瞒瑕疵，甚至销售假冒伪劣产品。
而消费者一旦陷入这样的营销陷阱，就
可能遭受经济损失，承受心理落差。损
失钱财是小事，可若是买到劣质食品、保
健品，还可能会存在健康风险。

应该看到，中老年人愿意在直播间
里花钱，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无法在现
实生活中获得情绪价值。而主播们则
会顺着中老年人的心意，以亲切的口
吻、优美的话术，满足他们的心理需
求。这种情况下，即便中老年人知道

“一分钱一分货”的市场规则，也愿意为
之买单，从而填补孤独、空虚的情绪。

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老年人对
自己的认知盲目自信，思维未能与时
俱进，以及缺乏消费经验和品牌知
识。“399元6瓶茅台”“99元一颗夜明
珠”……这些“一眼假”的营销宣传，对
于年轻人来说是易被识破的，但对于
老年人来说，由于欠缺相关认知，他们
或许并不知道一瓶茅台、一颗夜明珠
的实际价值。在主播语言煽动下，不
少老年人忽视了商品的实际价值和自
身的真实需求，不假思索便冲动消费、

过度消费。
可是，直播间套路屡屡得逞，难道

只是中老年人思维受限、警惕性不高
吗？事实并非全然如此。一些直播间的
诈骗手段防不胜防，从情节到产品，从演
员到场景，都经过专业团队精心设计，可
谓是瞄准中老年人的“精准围猎”。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老年人沉
迷直播间消费”的问题所在，将舆论的
焦点放在主播是否有不良行为上，而
不是一味地责备中老年人。如果不去
真正追究主播的责任，类似有歪心思
的主播不但会前赴后继，还会掀起更
大的风浪。

要想遏制直播间“精准坑老”的现
状，还需要直播平台加强监管审核制
度，以及相关部门进行精准打击，更需
要全社会有更缜密的共治网络，让这些
突破道德底线的主播付出沉重的代价。

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应该重视中
老年人的情感需求，如此一来，普及
防骗知识的同时，也能更有针对性。
要知道，情感需求不应受到年龄的限
制，更不应被忽视或隐藏。而如何让
中老年人及时获得情感需求、远离直
播间骗局，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道
必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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