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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如果不只是借“抓马”嘉宾的极端言行进行营销，还能引发一些严肃的思考，那么就是非常有益的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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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塔
□据《北京青年报》

据央视《财经调查》报道，某商
家在网络视频中推销多种能量舱，
宣称功能强大，有的可以排毒养
颜，有的可以消除结节，只要人往
里一躺，开启电源就能开始养生、
治病。央视记者调查，其实就是个
桑拿舱。

在商家的嘴里，所谓的能量舱
疗效神奇，养生保健功能十分强大，
几乎包治百病，堪称保健神器。商
家的说法与生产企业的说法大相径
庭，中间隔着的是商家的虚假夸大
宣传。根据广告法，除医疗、药品、
医疗器械广告外，其他任何广告都
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不得使用
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
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即便

是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也不
得含有“表示功效、安全性的断言或
者保证”“说明治愈率或者有效率”
等内容。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
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
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
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能
量舱实为家用电器，无论是生产者
还是销售者，声称或暗示能量舱具
有疾病预防、治疗等功能，甚至拉来

“诺奖科学家”做背书，均背离了事
实，构成虚假夸大宣传，欺骗误导了
消费者，扰乱了市场秩序，踩踏了法
律底线和诚信底线。

事实证明，越是被包装得神乎
其神、无所不能的养生保健神器，其
可信度就越低，对法律底线和消费
者权益的冲击就越强烈。对于种种
养生保健神器，不仅媒体要持续监
督、揭露，相关监管部门也要增强责
任意识，健全联合治理机制，加大治
理力度，形成常态长效的治理态
势。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应有的
放矢地扩大巡查覆盖面，增加巡查
频次，并以媒体曝光的问题和消费

者的投诉举报为线索，顺藤摸瓜，严
查深挖，该处罚处罚，该下架下架，
该曝光曝光，斩断非法养生保健产
品的产销链条，让非法经营者付出
必要的代价，充分释放监管的惩戒、
震慑、警示效应。

监管部门还可与消协、行业协
会等采取联动措施，拉出养生保健
产品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对商
家虚假夸大宣传的侵权套路进行剖
析，对消费者进行提示、引导。电商
平台、社交平台等也应承担主体责
任，通过智能+人工等方式对商家
虚假宣传养生保健神器的广告语、
关键词、敏感词、替代暗语等进行筛
查、过滤、屏蔽，如发现商家有虚假
宣传、使用广告禁语、消费欺诈、销
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行为，及时采取
限制账号功能、限制流量、取消推
荐、要求商家下架商品等措施，并报
告监管部门。

消费者也应对包治百病的养生
保健神器增强警惕防范意识，多留
个心眼，多一分理性和谨慎，少一分
盲目和冲动，避免稀里糊涂就掉进
商家的养生保健陷阱。

近些天，情感观察类综艺节
目《再见爱人4》火了。相关话题
频频登上热搜，对节目内容和参
与嘉宾的讨论席卷社交媒体。
那么，网友为什么如此关注一档
以“离婚”为主题的综艺节目？
是因为节目中的情节格外“抓
马”吗？

这首先是情感综艺自身发
展的结果。从最早的相亲类节
目火爆，到约会恋爱类综艺兴
起，层出不穷的情感综艺让观众
从各种角度看够了恋爱婚姻中
的甜蜜。就像糖吃多了会腻，甜
甜的恋爱看多了，观众也会兴趣
下降。于是，综艺从业者开始另
辟蹊径，着眼于展现婚恋中的矛
盾冲突，并将嘉宾的婚恋困境与
社会话题相结合，制造出一个又
一个舆论热点。

当然，关注离婚主题的情感
综艺，不等于自己想离婚，观众
更多的是从节目内容和嘉宾表
现中找到自己关注的话题，并就
此展开讨论，是“从他人的生活
中看见自我”。实际上，以《再见
爱人4》为代表的节目也确实展
现了婚恋中的一些共性问题。

都说“婚姻是一场修行”，那
么对于屏幕前的夫妻或情侣来
说，有哪些注意事项或者“避坑
指南”？从这个角度说，这类综
艺节目也是一堂情感教育课，正
如有媒体评论的，节目在呈现最
真实的情感困境的同时，更将两

性关系从“爱与不爱”的单一规
则，拓展出“社会环境变动对婚
姻观的影响”“婚姻矛盾中的主
要责任人与次要责任人”等更加
丰富的维度。

节目中的夫妻就像婚姻生
活的样本，被放大、解剖，进行
各种解读。而解读的背后，则
是社会观念的转变。近些年
来，随着两性平等意识的提高，
越来越多女性开始关注自身需
求，并积极发声为自己争取权
益，这不可避免地与传统观念
发生冲突。

同时，男性和女性在各自表
达的过程中频频产生摩擦，舆论
场中群体极化的效应开始显现，
导致两性的撕裂越来越明显。
因此，两性关系日益成为社会普

遍关注的话题，一个小小的事件
就可能导致“火花四溅”。人们
在观看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情感
投射其中，谈论节目的过程其实
也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当下，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
出生率的下降，婚姻、家庭、生育
这些私域话题的公共价值日益
凸显，越来越多的专家、政府部
门开始关注这些问题，并提出种
种措施来引导年轻人正确对待
婚恋。

因此，一档热门综艺，如果
不只是借“抓马”嘉宾的极端言
行进行营销，还能引发一些严肃
的思考，让人们对社会问题提出
更多理性的、建设性的意见，那
么就是非常有益的了。
据澎湃新闻

家用电器怎就成了
养生保健神器

看情感综艺，我们该看什么？

节目视频截图

正观视评：
机械师排查高铁故障被撞
官方通报何必避重就轻？

10月 29日，铁路南京站通报称，27
日，D5518次动车行驶至紫金山东站附
近时，因为野猪侵入高铁联络线与列车
相撞，机械师在下车处置中被邻线列车
碰撞身亡。

一个生命的流逝让人感到无比伤痛
和惋惜，也让人质疑，如此惨痛的事故为
何在27日当天的通报中却仅用“设备故
障”一笔带过。官方通报含糊不清，小道
消息满天乱飞，倒逼官方再发通报，这暴
露了舆情素养专业性的缺失。此举容易
让网友产生偏袒包庇、拒不认错等负面
联想，反而刺激舆情扩大。及时承认错
误才能改正错误，野猪侵入高铁联络线
是小概率事件，机械师和调度人员很可
能经验不足，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官方
通报及时敲响警钟，加强安全培训和应
急管理能力，才能对得起血的教训。只
有官方“把该说的话好好说”，公众才能
对“该体谅的不执着”。

南方都市报：
对照“双十一”提示
平台商家请自查

近日，各大电商平台已陆续拉开“双
十一”网购促销的帷幕，包括河南、江苏、
山西、贵州、浙江宁波在内的多地市场监
督管理局或者消保委纷纷发布“双十一”
促销合规提示及消费提醒。

“双十一”期间发布消费提醒已经成
为一种常规操作，这种操作呼应了消费
者的诉求，即如今的“双十一”不单纯是
一个消费狂欢节，还充满各种消费陷阱，
需要仔细甄别，理性消费。几乎就在各
地发出消费提醒的同时，有媒体报道不
少消费者投诉质疑称，有电商平台“双十
一”预售产品比直接购买更贵、预售结束
后立刻降价，“尾款人”变“韭菜人”。“双
十一”本应该是一次双向奔赴，商家通过
适度让利，以价换量，薄利多销，而让消
费者得到一定的优惠，消费意愿提升。
各地监管部门发布消费提醒，可谓是有
的放矢。面对这样的提醒，不仅消费者
要小心，防止掉进消费陷阱，电商平台和
商家也应该对照自查。

新京报：
大学选课“红黑榜”：
别让“水课”上“红榜”

“某某老师的太极拳课程很轻松，红
榜！”据报道，选课“红黑榜”在很多大学
存在。课程轻松、给分好的列为“红榜”，
课程困难、给分差的列为“黑榜”。每到
选课时，“红榜”老师的课程总是供不应
求，而“黑榜”老师的课少人问津，甚至有
些课程因选课人数太少而取消。

以成绩的合格率、优秀率高低来排
课程“红黑榜”，这是从学生角度出发，可
以理解。但学校、老师不能迎合这种选
课心态，降低课程要求、考试难度，成为
学生好混学分的“水课”，而要坚持严把
培养质量关，打造高质量的“金课”。简
单以成绩合格率、优秀率排“红黑榜”，不
仅不会引导学生理性选课，还可能严重
影响大学教风、学风。对此，大学必须坚
持人才培养定位，加强课程建设，确保每
门大学课程都“货真价实”，每一个学生
获得的学分都有含金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