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只闻声不见人，但他依然可以做你的知心
朋友｜三工视频·新360行之播客主播》

把聊天内容录制成音频，分享到网上，可以让更多的

人参与讨论，这是朱峰和姝琦成为播客主播的初衷。“播

客提供的是一个陪伴工具，一个陪伴性的内容。”朱峰认

为，相比于短视频，播客的门槛更低，较长的时间内容也

能更好地融入粉丝的消费场景，无论在哪儿，只需戴上耳

机，就能聆听主播带来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羡茹 白至洁 张冠一）

线上音频背后的知心朋友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心幕影院”：我们是你的眼》

为帮助视障人士“看”到电影，2016 年开始，黑龙江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开始在黑龙江省

图书馆定期讲电影。7年间，在“心幕影院”，志愿者们把

电影的内容、结构进行拆分，将颜色、环境、面孔、动作等

无声事物用语言描述出来，让人们用耳朵听就能感受到

电影的精彩。

(本报记者 张世光 实习生 张鑫 汪颀伟)

帮助视障人士“看”到电影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著名作家麦家：如果你想当作家，不要指望
一夜成名》

作家麦家讲述写作秘诀

颐和园“扫地僧”登上职工讲堂

11 月 14 日，在北京环卫集团举办的第 21 期“京环大

讲堂”上，火遍全网的“扫地僧”、集团所属北京机扫公司

街巷运营中心颐和园项目部职工张旭，为现场观众讲述

了关于颐和园的种种知识。他说：“作为新时代的环卫

人，不仅要传承老一辈的光荣传统，也要学习文化知识，

为广大市民提供更多的延伸服务。”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扫描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合报道
《火爆全网的颐和园“扫地僧”登上职工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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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认证关涉消费信心及社会诚信
本报评论员 吴迪

“明星祝福”不该丢掉常识和底线

“10 万种产品我们都能测”“无须寄送样

品”……据 11月 19日上海广电看看新闻客户

端报道，在电商平台购物时，消费者经常能看

见商家晒出看似权威的认证报告，证明其产

品符合相关质量标准。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部分报告是在没有经过实际检测的情况下，

从所谓的检测机构花钱购买的，“330 元就能

买一份”。这种虚假认证、买卖认证报告不是

个别现象。

权威认证是有关产品市场准入、获取消

费者信任的通行证。当不具备相应资质的企

业和不符合有关质量水准的产品想要参与经

济活动，虚假认证就派上了用场，被用来蒙蔽

监管部门、电商平台和交易对象，为不合格产

品“开绿灯”。去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曝

光过包括“电商平台店铺假冒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提供虚假质检报告”在内的一批虚假认

证典型案例。上述新闻提示我们，从线下到

线上，虚假认证正在不断“攻城略地”。

具体来说，在资质认证方面，此前有认证

机构被多次曝光为餐饮业者颁发“无须体检”

的健康证、为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出具“无须考

试”的上岗资质等。在质量检测方面，一些认

证机构为购买服务者出具虚假环评报告、出

具掺假质量检测报告用于工程验收而被处罚

的案例时有出现。令人担忧的是，与不具备

正规资质的认证机构一起作妖的，还有不少

正规认证机构，一些小微企业商家为了降低

成本，主动选择正规或非正规认证机构以获

取虚假认证。

虚假认证猖獗，从监管角度看，多数情况

属“不告不究”，即便有所处罚，力度也往往有

限，无异于“罚酒三杯”。从平台角度看，虽然

平台将质检报告作为商品上架的前置要求，但

往往“只有要求没有检查”，对认证报告的真实

性缺少必要的甄别。从认证机构角度看，为了

拉业务、创业绩，降低检验标准和收费价格常

常成为某些认证机构与商家的“合作密码”。

虚假认证造成的危害不容小视。于认证

市场而言，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加

剧不正当竞争，甚至给正规认证机构乃至整

个市场带来信任危机。于消费者而言，当电

商平台充斥虚假认证的商品，“查来查去没几

个真的”，必然降低消费者对电商平台及商家

的信任。于相关行业而言，以次充好、以假乱

真的商品流入市场，质量堪忧的建设工程被

通过验收，虚假环评报告助纣为虐，打击的将

是相关行业的形象及未来发展。于社会诚信

建设而言，虚假认证的滋生，会给诚信建设带

来一定程度的干扰。

针对各类认证的权威性、严肃性遭受挑

战的问题，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

部署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认证机

构买证卖证、虚假认证，伪造冒用认证证书和

检验检测报告等违法行为，集中清理“当天出

证/出报告”“不送样检测”等涉嫌虚假认证、

虚假宣传信息。与此同时，一些地方陆续发

布典型案例，比如上海对知假买假的购买人、

对不具备认证资质却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

已经作出罚款等行政处罚。

一纸认证关涉消费信心和社会诚信基

础。相关部门应借国家重拳整治乱象的东

风，创新监管方式，打通数据壁垒，升级识别

打击虚假认证行为的效率和能力，从源头把

好关。尽快堵上监管漏洞，铲除虚假认证生

存的土壤，是我们的共同期待。

虚假认证，容易形成“劣币驱逐
良币”现象，加剧不正当竞争，甚至
给正规认证机构乃至整个市场带来
信任危机；降低消费者对电商平台
及商家的信任；打击相关行业的形
象及未来发展；给诚信建设带来一
定程度的干扰。

冯海宁

据 11 月 21 日央视网报道，近日，一条

“多位明星给缅北四大家族白所成之子白应

苍录视频祝寿”的视频引发网络热议。记者

了解到，类似的祝福视频早已在网络热销，

价格从普通版的几十上百元，到“明星”版的

上 千 元 数 万 元 ，不 少 店 家 的 月 销 量 可 达

1000+。

缅北四大家族因涉及电信诈骗受到关

注，其家族部分成员已被中国警方抓获。几

乎与此同时，一些明星为缅北电诈头目录制

祝福视频的事件也广受关注。目前，已有演

员发布视频就该事件道歉，香港一演艺明星

也公开解释称是应内地朋友的要求，祝贺朋

友的朋友，并表示以后若是不熟识的人都会

拒绝。如今，媒体报道“明星祝福”已是公开

的生意，令不少人大跌眼镜。

报道显示，近年来不少中小企业在年会、

开业、招商会等场合的宣传视频中，常会出现

明星祝福内容，甚至在一些婚礼和生日宴会

场合，也会出现知名艺人的祝福视频。如果

明星对祝福对象知根知底，祝福对象平时规

规矩矩，明星对其进行祝福，并获得一定报

酬，未尝不可。但部分明星在未真正搞清某

些祝福对象真实身份、所作所为的情况下，便

通过熟人或中间商盲目发出祝福，如果祝福

对象是不法分子，很可能会对其起到美化、粉

饰等作用，对公众造成误导。也就是说，如果

明星不分青红皂白向某些人公开祝福，是带

有某些无形风险的。

在全民惊讶、唏嘘之外，明码标价、公开

售卖“明星祝福”成为产业，这一现象本身便

值得关注和讨论。

有人认为，明星为他人公开祝福，相当于

在为祝福对象代言，这种行为本身其实是明

星与祝福对象间构成的一种商业交易，前者

通过祝福来换取金钱，而后者以付钱来换取

面子或社会影响力。按理，明星在祝福之前

应该对祝福对象深入了解，而不能只管收钱，

这是最起码的商业道德。也有观点认为，明

星祝福是用一种泛广告语言、一种积极陈述

行为来为被祝福对象背书的行为，因此不妨

将其视同广告来进行管理，使其接受广告法

的相关规制和约束。

如今，此番事件算是暂时告一段落，希望

更多明星能从中汲取深刻教训，在为他人送

去祝福前，遵循基本的常识和底线，即先深入

了解祝福对象，有所选择。这既是保护自己

的“羽毛”，也是爱护自己的粉丝，同时也能避

免被某些不法分子所利用。

有关部门也要对明星祝福进行规范性引

导，引导明星做好筛选，不去充当违法失德之

人的“肉喇叭”。至于网售“明星祝福”的合法

合规性，相关平台和有关部门也有必要尽快

给个说法。

“ 童 漂 ”

图 说G点餐事小，
个人信息保护事大

据11月19日《齐鲁晚报》报道，近日“6岁女孩在横
店当童漂4个月赚250元”的话题登上社交媒体热搜。原
来，在横店，有一群父母长期带着未成年子女驻扎这里，
追寻所谓的“影视梦”——投简历、送资料、联系经纪人、
试镜，不少孩子小小年纪就成了“横漂”，而这些小演员的
工作报酬并不高。

对于有艺术天分的孩子来说，进入演艺圈可能是一
条不错的成长赛道，不过未成年人无论对演艺工作本
身，还是对未来的职业规划，都缺乏充分认知，与其说他
们是为理想选择“横漂”，不如说是为了帮父母“圆梦”。
况且，童星之路并非像一些人想象中那么好走，很多人
仅看到了演艺行业光鲜的一面，却不了解其中竞争的残
酷性。一些演艺经纪公司搞出“花钱买角色”“VIP会员
可优先进剧组”等套路诱惑家长，更是赤裸裸地将孩子
当成了童星产业链的牟利对象。精心培养孩子的艺术
兴趣和特长没啥不对，但枉顾成长和习得规律的揠苗助
长，只会适得其反。 赵春青/图 弓长/文

苏墨

继“村超”“村 BA”之后，“村碗”再次成为

一个火爆流量点。

日前，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大型村歌竞演

活动“乡村超级碗”，迎来收官大秀“村碗巅峰

之夜”，4 支苗乡侗寨的村庄歌队角逐首届

“村碗”总冠军，3 场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近 1.2

亿。“快手乡村超级碗”话题上线以来，共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近 25万个作品，相关话题视频

播放量超 61亿次。

“村碗”是个什么“碗”？

它可不是简单的歌唱比赛。“碗”里的“食

材”十分丰富：有侗族大歌、苗族飞歌、芦笙

舞，有非遗服饰秀、岜沙举枪礼节、乡村美食

推介，还有网络直播、文旅融合、非遗传承。

它将藏在大山深处的好声音搬上舞台，更把

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淳朴浓郁的乡土风情

通过手机镜头传递到五湖四海。从这个意义

上看，这个好听、好看、好玩、好吃的“碗”，盛

满了人们的关注和向往。

人们关注的是民族元素与现代潮流的交

织融合。黔东南除了苗歌侗舞外，还有中国

最后一个枪手部落、守护寨子的生命树、秋千

节等极具少数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更重要

的是，这里有今天人们欢乐快活的新时代新

农村的美好图景。

比赛中有《敬酒歌》《五月蝉歌》《吹木叶趁

木叶青》等民族歌曲，还有《有个地方叫西江》

《月亮里的阿妹》《最炫民族风》等流行歌曲。

从传统到流行，有传承又有创新，在同场比赛

中，大家看到的是文化的融合，也是文化的发

展。老歌里有着丰富的民族记忆，写满了这片

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与情感，新歌里有村民

们走出大山、走向时代的心中向往，从老歌唱

到新歌，唱活了乡村变迁的脉动轨迹。

与“村超”“村 BA”相似的是，“村碗”的参

赛歌手们，也都是地道的村民，他们只是在农

忙之余参与排练。这些在田间、在江河山川

怀抱中唱了大半辈子的村民，经由“村碗”这个

契机站上了真正的舞台，成为网上网下闪闪

发光的焦点，他们唱的歌、跳的舞，甚至穿戴吃

喝，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最炫民族风”。在一场

如节日一般的竞赛中，村民们获得感、幸福感

满满，也更坚定了乡村民族文化自信。

“村超”“村 BA”“村碗”……今年，不同赛

道上接地气的“村”字头比赛频频成为流量爆

点。这些群众文体活动能为参与者、观看者

提供正向情绪价值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它有

乡音，有乡味，有乡情。

绿水青山的生活环境，丰富多彩的民族

风情，相亲相爱的乡里乡亲，激情澎湃的精神

风貌……这些有形无形的新乡村生活样貌，

如同嘹亮的歌声，拨动了网上无数人的心

弦。而这幅魅力十足的生活画卷，也通过一

个个镜头，从大山深处传递到五湖四海。

人们向往“村碗”的那份淳朴真挚，向往广

袤山野的活力生机，向往这里山美歌美人更

美。如此独特的视听体验和传播效果，不需要

大腕外援加盟，不需要软广硬广的推介，更不需

要重金打造，同样能赢得网上网下一片喝彩。

一场场乡间比赛，一段段短视频，一场场

直播，“村碗”装满了线上线下人们的关注与

向往，它架起一条以文化繁荣赋能乡村振兴

的创新之路，让山里的歌、山里的美、山里的

人，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村碗”盛满这片土地的故事与情感

龙敏飞

据 11月 21日《羊城晚报》报道，近年

来，扫码点餐服务在餐饮业迅速兴起、普

及。然而，在有的餐厅，消费者不关注微

信公众号、不授权商家获取个人信息就不

能点餐。近日，北京三中院通报一起餐饮

公司强制顾客扫码点餐获取个人信息且

无法删除的案例。法院判决该公司删除

消费者个人信息，以书面方式告知个人信

息的处理范围和方式，并赔礼道歉，赔偿该

顾客为保全证据花费的公证费用5000元。

扫码点餐，一方面可以方便消费者，

让点餐更准确快捷；另一方面，也为餐饮

企业节约了人力成本，提高了点餐效

率。然而，一些餐饮企业的行为却让消

费者不爽，如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接

受营销内容、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等，带来

了一定的信息安全隐患。

上述案例中，顾客发现关注公众号

并授权使用个人信息完成点餐后，即便

取消关注，还依然是这家餐饮企业的会

员，这让顾客感觉自己的个人信息被过

度使用。最终，法院根据民法典中“处理

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

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征得该自然人或

者监护人同意”的规定进行了判决。

这名顾客遇到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

很多人习以为常。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

该感谢这名顾客，其举动让更多消费者明

白，餐饮企业如此使用个人信息是违法

行为，而法院的判决则有明确的正向意

义和示范价值，为消费者个人和司法机

构在面对类似情况时提供了参考样本。

上述案例能成为新闻甚至冲上热

搜，足以证明很多人为类似问题所累。

人们期待此番事件能掀起蝴蝶效应。一

方面，期待较真的消费者多起来，以更多

的人的成功维权来唤醒社会对此的重视

与关注；另一方面，也期待相关职能部门

能主动作为，加大对相关餐饮企业的监

督处罚力度，别让扫码点餐成为公民个

人信息裸奔的起点。当一名顾客行动起

来，后续连锁反应要及时跟上，带动全社

会积极行动起来，筑牢个人信息保护网。

当然，打官司成本不小，并非人人都能

效仿。所以此事更重要的意义还是给相关

企业以警示和震慑，别拿法律法规不当回

事、为自身利益而置消费者权益于不顾。

点餐事小，个人信息保护事大。让

你我在信息时代能少些安全焦虑，能在

互联网上安心畅游，这不该是一种奢望。

近日，2023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活动之 2023 菠萝科

学奖颁奖典礼在浙江温州举办，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

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麦家作为颁奖嘉宾参加活动。

“如果你想当作家，不要指望一夜成名。”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麦家说道。在他看来，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准备，写作

才是写作最好的老师。

（本报记者 陈俊宇 白至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