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给甜“蜜”打个分｜三工视频·新360行之蜂
产品感官评价员》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实验室里摆放着一

排蜂蜜，颜色、质感、稀稠状态等完全不一样。在对蜂蜜

进行口感、风味等感官检测中，检测员需要反复品尝、感

受。张金振就是这样一位从事蜂产品检测工作的研究人

员。荆条蜜、枣花蜜、洋槐蜜、椴树蜜……来看看她是怎

样做好这份“甜蜜”事业的。 （本报记者 刘金梦）

她会给甜“蜜”打个分她会给甜“蜜”打个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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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多地医院出现较多肺炎支原体感染患者，

以儿童为主。专家预测，北京 11月份将达到支原体肺炎

高峰期。

10 月 29 日，记者在北京儿童医院看到，在门诊二楼

大厅，患儿的咳嗽声此起彼伏，有些家长挂的号排到了五

六百号之后。进入深夜，仍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赶来。

一起去现场看看。 （本报记者 贺少成）

北京儿童医院，爆满！北京儿童医院，爆满！

感谢身着橘色工装的他们感谢身着橘色工装的他们

长期以来，广大环卫工人始终牢记“宁愿一人脏，换

来万家净”的初心使命，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保障城市

平稳运行作出了重要贡献。

春除旧尘、秋扫落叶、夏排雨水、冬清积雪，在 10 月

26日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向城市“美容师”们致以

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本报记者 史宏宇 刘金梦）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喜欢城市的整洁 更喜欢你的笑颜》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喜欢城市的整洁 更喜欢你的笑颜》

当电商直播变成“新农活”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电商甜了生活，贵州榕江
县“三新农”理念助力乡村振兴》

融媒作品选粹G

文字整理：赵琛

“ 杨 梅 汁 清 甜 可 口 无 添 加 ”“ 喜 欢 的 家 人 们 放 心

拍”……10 月 27 日清晨，记者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贵州

采访团走进榕江县新媒体产业园时，主播们已经在激情

飞扬地直播带货。“让手机变成新农具、让数据变成新农

资、让直播变成新农活”——眼下，“三新农”理念在榕江

县已经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张菁 李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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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自媒体前台实名，让影响力与责任感同在
本报评论员 吴迪

有奖征文成“排排队分果果”？

据 10月 31日多家媒体报道，多家社交平

台企业相继发布公告，将于近期引导头部自

媒体账号进行前台实名展示，首批主要针对

社会时事、财经、军事、法律、医疗等专业领域

拥有 50 万或 100 万粉丝以上的自媒体账号。

不按要求进行实名展示的，其账号流量、广告

分成、打赏收益等都将受到影响。据悉，这一

工作后续还将分阶段、分批次扩展至更多领

域的头部自媒体账号。

前台实名，可以说是互联网平台及用户

的一件大事，简单理解，就是自媒体账号的

“网名”或个人资料页将展示该用户的真实姓

名，企业或机构用户则展示其真实注册信

息。此番多平台开展的前台实名，主要针对

拥有 50 万或 100 万粉丝以上的自媒体“大

V”，普通个人用户不在此列。此举主要目的

是增强头部自媒体账号的可信度及权威性，

营造清朗的网络生态环境。

从营建清朗的网络生态角度看，执行前

台实名制可谓恰逢其时，也深得人心。近年

来，网上不少乱象与某些自媒体“大 V”任性

而为有关。不少自媒体账号擅长蹭流量，炒

作热点事件，挑动公众情绪，消费社会爱心，

制造群体矛盾，进而实现流量变现。甚至有

的以敲诈为目的，以文字或视频等形式编造

事实要挟某些企业，进而通过有偿删帖来牟

利。有的扮演“网络打手”角色，以制造网络

谣言等方式，替雇主抹黑商业竞争对手。还

有的自媒体账号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以所谓

法律、金融、医疗等领域专业人士身份，兜售

所谓的科普内容，进而夹带广告、导流、荐股

或骗取打赏等。

拥有海量粉丝的自媒体账号，往往有着

较大的舆论引导力和影响力，对网络生态的

建设有着不小的作用。而上述种种行为，不

仅扰乱了互联网舆论场的正常秩序，也容易

蛊惑众多不明真相的网民、裹挟公众情绪、撕

裂群体情感，一定程度上干扰社会和谐稳定。

对此，网友纷纷呼吁“管一管某些人的

舌头”“和谐网络空间不容这些害群之马”。

前台实名的实施是对公众关切的回应，也是

在推动自媒体账号承担起与话语能量相匹

配的责任，从而推进网络舆论生态的规范有

序发展。

耐人寻味的是，在前台实名制度执行前

夕，一些自媒体“大 V”几乎是连夜删粉，以求

粉丝数量低于必须实名展示的标准。其不愿

以真实面目示人的用意十分明显。

很长时间以来，我国互联网执行的是用

户“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制度，网民可以定义

自己的网名，讨论公共议题的空间相对充

足。这让很多人误以为在互联网发言是匿名

的、不受约束的，一些人养成了口无遮拦的习

惯，甚至催生出部分自媒体账号“以口舌撬动

利益”等乱象。一旦前台实名，必须以真实面

目示人，自然让不少人觉得“不自在”。

必须明确，前台实名并不意味着压缩了

某些人畅所欲言的空间，这是鼓励创作者真

实表达，为用户提供优质、真实内容的倒逼手

段，是文责自负、言责自负的约束机制。从长

远看，这有利于唤醒头部自媒体账号在长期

“后台实名、前台自愿”惯性中沉睡的责任感，

扭转“开局一张图，后文全靠编”等不良网络

风气，让“说真话、说负责任的话”回归日常网

络生活。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国在网络治理

上一直有着明确方向。从网络安全法、数据

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制度，到开

展“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推进“净网”“剑

网”“护苗”等整治行动，网络生态治理工作

越来越完善。此番多平台企业实施前台实

名制度，履行主体责任，也是网络治理的关

键一环。

维护清朗、健康的网络秩序，没有旁观

者。如何让头部自媒体账号的影响力与责任

感同在，实现各方多赢，考验着平台企业的社

会责任感与执行力。同时，对于普通网民而

言，监督、举报、建言献策等支持配合网络空

间治理工作的行动也应多多益善。

前台实名展示，只是净化网络生态的

举措之一。期待更多互联网平台企业能行

动起来，让有影响力的自媒体扛起自身的

责任——这，必要而紧迫。

从长远看，这有利于唤醒头部
自媒体账号在长期“后台实名、前台
自愿”惯性中沉睡的责任感，扭转
“开局一张图，后文全靠编”等不良
网络风气，让“说真话、说负责任的
话”回归日常网络生活。

关育兵

据 10 月 31 日《华商报》报道，近日，河南

方城县文联主办的文学艺术有奖征文活动，

获奖名单引发网友热议。据悉，此次有奖征

文活动由方城县纪监委、方城县文联联合主

办，各相关协会和方城县《裕州心声》编辑部

承办。该活动共收到 49篇文艺作品，最终共

计 23 篇作品获奖，获奖作品中有 12 篇作品

的作者均是《裕州心声》主编乔某笠。

无须讳言，如今文学已失去了曾经的

风头，读文学作品的人有限、文学作品创作

者和爱好者减少，也是事实。此次征文活

动只收到 49 篇文艺作品，就是一种佐证。

在县城里，愿意且坚持舞文弄墨的人更是

少之又少。如此现实下，一些长期坚持文

学写作的人能有多篇作品获奖，似乎也在

情理之中。

作为社会精神活动的重要载体，文艺作

品仍然受到一些人的喜爱，依然有人为之坚

守。今年，年过半百的“外卖诗人”王计兵和

他的处女作诗集《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

员的诗》进入公众视野并迅速出圈。他干过

建筑工、卖过水果、捡过废品，最后才做了外

卖骑手。但无论干什么，30 年来，王计兵从

未放弃对文学的梦想，坚持写作。

可 见 ，文 艺 在 当 下 或 许 不 够 喧 哗 ，但

也不落寞、孤寂。方城虽是县城，亦应有

这 样 的“麦 田 守 望 者”。数篇作品获奖且

囊括了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的乔某笠，

可是这样的“麦田守望者”？如果是，那应

是方城县的幸事、文艺界的幸事。只是，乔

某笠编辑部主编的身份，难免引发“既当运

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争议。目前，上述事件

的初步调查表明：评选环节存在问题，评选

结果无效。不难看出，此次征文评选活动

另有隐情。

事实上，媒体发现，在本次征文评选活

动的 23 篇获奖作品中，有 18 篇的作者均为

《裕州心声》的编辑部成员。这个概率实在

是太意外了，以至于有网友直言，“这哪是有

奖征文，就是找个理由分钱而已！”好好的征

文评选活动，被搞成了自娱自乐、“排排队分

果果”，实在让人遗憾。

文艺繁荣，呼唤更优秀的文学作品，也

需要相关单位的呵护与努力。文艺刊物如

此“儿戏”征文评选，实在与助推文艺事业发

展的初心不符。

有奖征文成了闹剧，有关方面需要好好

反思，也需要给公众一个清楚明白的交代。

难

图 说G防范“积分兑换”骗局
应强化源头拦截

据10月29日《法治日报》报道，近年来，宠物经济不
断升温。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犬猫养宠规模就已
超过了1亿只。与此同时，由于目前宠物诊疗行业尚不
规范、诊疗技术良莠不齐，宠物意外死亡、过度医疗等现
象屡见不鲜。宠物诊疗纠纷的增多，带来了宠物看病难、
饲养者维权难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我国并没有针对宠物医疗的相关规定，因此
容易出现一旦造成纠纷，主人维权困难的局面。宠物作
为一种特殊财产，还会给主人带来一些精神价值与情绪
价值，这也给相关纠纷处理增加了一些难度甚至挑战。
正所谓“彼之蜜糖汝之砒霜”，围绕如何对待宠物，人们
似乎总有观点交锋和对立。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养宠
人士的需求也应被听见、被认真对待。出台有关宠物诊
疗行为的规范，完善涉宠纠纷救济渠道等，相关的脚步
可以再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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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慎毅

据 10 月 31 日《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来，

广东中山繁华热闹的兴华中路二街因管理费

引发争议。今年 8 月～9 月，该夜市结束“免

费摆摊”历史，开始实施管理费竞投方式，数

名摊主称管理费竞到七八千元，其中 1 号摊

位月管理费以 1.26 万元竞出。摊主直呼“价

格太高了”。该夜市所在的东凤镇相关负责

人表示，实行收费管理，是为让夜市经营更加

规范、解决环境卫生问题，且除了老摊主，还

有不少人有进场摆摊需求，因此最终采取了

公开竞投的方式。

夜经济不仅延长了消费时间、拓展了消

费空间，更创造出丰富的消费场景。近年来，

各地出台方案促进夜经济发展，通过“引摊入

市”、规范流动摊档的管理等举措，解决了一

部分人的就业，优化了社会治理，也让人们的

生活更丰富美好。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最新

发布的《2023 中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2023

年全国夜游市场规模将达 1.57万亿元。

夜经济规模变大，相应配套服务也要跟

上。伴随夜经济而来的交通、噪音、环境污

染、用气用电安全等一系列问题，都对管理提

出了更高要求，相应管理成本有所增长，也可

以理解。但是，这笔增加的费用应该由谁出、

从哪儿出，不同的思路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相关部门在治理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

题时，要疏堵结合，通过更好的管理服务，将

客群“引进来”的同时让其愿意“再过来”，甚

至带人过来，实现反复消费和增长消费，从而

为附近商圈引来更大客流量、进一步拉动区

域消费增长，这么做也会进一步提升城市吸

引力，增加税收。

夜市人流量大、摊位供不应求，于是通过

竞投的方式来确定管理费，这可以说是市场

行为，但如果完全依赖自由竞价，未必科学，

也未必是好事——摊主在成本增高又要追逐

利润的双重压力下，会不会降低产品质量？

会不会诱发假冒伪劣、食品安全等问题？如

果有摊主因为入不敷出而无奈退出市场，那

么反而可能不利于夜市的发展。运营有深

度，政策有准度，服务有温度，方能让夜经济

释放持久热度。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8 月广州出台的培

育夜市先行区的措施中，明确支持商圈、商业

综合体、品牌企业、平台企业、金融机构、媒体

等市场主体组建夜间消费联盟，通过资源整

合为企业夜间经济赋能，同时提出“打造社区

微夜市示范点”，以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为单

位，限时限地举办“小而精”的微夜市活动，让

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逛夜市。深圳近日发布

2023 深圳夜间消费地图，增加了“夜猫属性”

人格测试环节，将人格测评游戏结果与消费

地图路线相联结，帮助参与者更好地了解自

己，读懂深圳的夜。这份“地图”还全面整合

深圳市夜间城市消费信息，形成了“测评-游

玩-获取优惠信息-消费体验”的完整出游链

条。这些创新举措的效果，应该比摊位竞价

好得多。

总之，繁荣夜间经济，要结合当地的文化

和资源，要在活力与秩序之间、管理与服务之

间、民间自然生长与行政有意规划之间，寻求

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增强营销和推广，提高游

客体验和满意度。如此，夜经济才能得到更

好呵护，走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规范夜市经营秩序，“管理费竞投”并非唯一选择

江德斌

据 10 月 31 日新华网报道，近来，很

多人都收到了类似“您有××积分未使用，

到期将失效，请立即登录积分商城兑换

商品……”的短信。记者调查发现，此类

短信套路是商家通过向海量人群发送带

有链接的短信，利用消费者不忍积分过

期的心理，以“积分+现金”的购买形式，

诱导其购买劣质低价商品来牟取暴利。

积分兑换本是商家促销、回馈用户

的一种营销手段，借此增加消费黏性，提

高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也因此，近来

出现的上述“积分兑换”陷阱，迷惑性极

强，值得警惕。

从消费者曝光的情况看，此类“积分兑

换”大都是虚假信息，消费者并非该商家的

注册用户，也没有相关消费记录。而此类

短信往往以 1068/1069开头，容易被消费

者误认为是正规商家或运营商的短信，进

而点击相关链接。进入链接后，人们会发

现，此类商家的网店多以小程序、微店等

形式开设，看不出是否正规，于是容易信以

为真，将虚假促销当成真的优惠福利。

仅靠消费者自身去辨识和防范这种

“积分兑换”陷阱，难度较大。无论监管

部门，还是运营商和有关平台，都不能放

任不法商家肆无忌惮发送相关短信，令

更多无辜消费者权益受损，而应切实行

动起来，及时斩断这一骗局的获利链条。

比如，鉴于“积分兑换”骗局主要通

过短信、邮件等方式散发，电信运营商、

邮件服务商应加强技术甄别，将此类信

息和邮件纳入垃圾信息、可疑信息之列，

进行有效识别和拦截，并提醒用户小心

防范。平台也要强化小程序、微店的资

质与内容审核，鼓励用户积极举报、投诉

“积分兑换”骗局，并及时采取封店、扣保

证金、拦截款项等措施。

本质上看，此类“积分兑换”骗局是

使用欺骗性或误导性的手段诱导他人交

易的行为，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及《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相

关规定。对此，监管部门也应依法查处，

以儆效尤。

面对层出不穷、防不胜防的消费类骗

局、陷阱，相关方面只有尽早出手、“以快

制快”，才能最大程度减少消费者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