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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某 电 商 直 播 间

伪进口奶粉乱象被曝光，揭

开直播间兜售“假洋牌”灰

色产业链。直播间里主播

用精心准备的话术吆喝鼓

动 ，让 许 多 消 费 者 防 不 胜

防、掉入消费陷阱。

记 者 调 查 发 现 ，从 伪

造海外认证到境内工厂生

产，从勾兑劣质原料到“碰

瓷”大牌商标，主要成分为燕

麦粉的方便食品被包装成高

端“进口奶粉”，以“海外直

邮”“网红品牌”等噱头，在直

播间被堂而皇之售卖，以低

廉成本获取高额利润。

直播间里的“假洋牌”为何

屡屡得手？究其根源，这些

商家和主播利用了消费者

对进口商品品质的信任，拿

准了普通消费者对海外渠

道了解较少的信息差，加之

直播间里主播对产品名称、

商标等信息含糊其辞，编造

信息、违规夸大功效。如此

“售假连环套”让消费者难

以辨别真假，不仅遭受经济

损失，更可能因食用劣质食

品影响身心健康。

“假洋牌”能混迹于直

播间，说到底还是监管出了

漏洞。近些年，从“假洋牌”

渗入农村消费市场，到保健品市场和家

居建材市场打假“假洋牌”，消费者苦“假

洋牌”久矣。“假洋牌”监管必须无死角，

应以雷霆手段施以重击。

要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商相关的法律

法规和监管政策，填补相关监管盲区。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直播电商监督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压实平台企业

的主体责任，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

置，释放出严监管的明确信号。

此外，平台要建立健全直播营销行

为管理规范，完善风险识别模型，强化对

平台内直播间及主播经营活动的动态监

测，及时处置直播营销中发生的违法违

规行为，不能容忍某些“假洋牌”换个马

甲就溜之大吉。

真正品质过硬的产品不需要通过

“留洋”镀金，买来“百年老店”的招牌不

如从一砖一瓦开始积累。要让更多的企

业认识到，靠“贴牌忽悠”挣快钱的时代

早已过去，唯有放下身份焦虑、抛弃短视

思维，以真品质、真技术、真服务赢得消

费者，才能行稳致远。

每一次劝阻都及时有效、每一次违
规都付出代价，才能让“文明游览”从口
号转化为习惯

辽宁大连，多名游客在狮虎园隔着

铁网薅老虎的毛，工作人员一直制止，

但游客仍不听劝阻，简直匪夷所思。类

似的不文明行为屡见不鲜：将饮料瓶砸

向大熊猫；为拍出满意的照片随意摘花

踩草；让孩子在草坪上方便、骑雕塑拍

照……总有游客为了一己私欲不惜破

坏公共规则，对生态环境、公共资源和

社会秩序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危害动物

和自身安全。

景区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暴露

出的问题不容忽视。治理这一现象，

不能只靠道德谴责和口头批评，还需

要更严格的刚性措施和更有效的创新

手段。

早在 2015 年，有关部门就确定了

游客“黑名单”制度，但实际操作中仍存

在缺少有效采集与认定机制、处罚措施

不够强硬等问题。其实，对于采集认

定，景区可以尝试引入技术手段，如安

装更多智能摄像头、传感器和自动报警

系统等，必要时采用人工智能实时监

控，提高不文明行为识别的及时性和精

准度。

至于处罚措施，有关部门不妨积极

探索，通过积分奖励、全民监督等制度

鼓励游客遵守规范、参与制止不文明行

为；建立全国景区游客“黑名单”的联合

惩戒机制，限制有不文明行为记录的游

客进入其他景区；必要时还可采取措施

进一步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此外，柔性劝导也会让景区管理更

加行之有效。例如，武汉大学和短视频

平台合作制作“樱花雨贴纸”，让游客不

摇树也可以拥有浪漫的照片；南京红山

动物园用手绘立牌展示随意投喂动物

的危害。这些方式在照顾游客情绪和

体验的同时，实现了对景区安全与文明

秩序的维护。

游客也应认识到，旅游中的不文明

行为绝非私德小事，不能存在侥幸心

理。有人踢断上万年石钟乳被行政拘

留；有人擅爬禁爬区域导致岩体损毁，

受到刑事处罚……看似很小的不文明

行为，很可能成为存在安全隐患、造成

不良影响的大事，甚至触犯法律。

文 明 应 成 为 旅 途 中 的 习 惯 。 治

理 景 区 不 文 明 行 为 ，需 要 创 新 管 理 、

完 善 制 度 和 游 客 自 律 相 结 合 。 每 一

次劝阻都及时有效、每一次违规都付

出代价，才能让“文明游览”从口号转

化为习惯。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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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无理由退货被拒、承

诺的优惠说没就没、演唱会

门票无条件退票受阻……网

络消费快捷方便，也暗藏不

少令人防不胜防的“坑”。最

高人民法院 6 月 16 日发布 5

件网络消费民事典型案例，

警示商家诚信经营，依法维

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

例还涉及直播营销中的经营

者欺诈行为、网络服务提供

者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等。这

些案例提醒经营者，与消费

者约定不适用 7 天无理由退

货等规则时，不能任意扩大

范围，要充分保障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相关

部门需稳妥探索、认真总结

网络消费变化趋势和规律，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支持

拓展网络消费。（时 锋）

来源：经济日报

填上网络消费那些“坑”

朱慧卿 作（新华社 发）

你穿的防晒衣，可能根

本不防晒！

近日媒体曝光，一些商

家只需花费几百元，就能为

“三无”防晒衣产品“量身打

造”检测报告，UPF（紫外线

防护系数）数值想标多高标

多高。消息一出，涉事地方

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行动，对

相关产品进行了查封送检，

并责令涉事企业暂停生产销

售，同时对同类企业开展专

项排查。

在曝光的案例中，涉事

企业负责人直言不讳：“消费

者又不会真的拿去检测，这

个数值怎么写都行。”一句轻

飘飘的话，暴露了不良商家

对消费者权益的漠视，对法

律意识的淡漠，以及市场监

管可能存在的漏洞。

检测报告往往是商家招

揽生意的卖点之一，然而，谁

能想到，看似权威的检测报

告竟是“按需定制”的。本应

是产品质量的“保证书”，却

沦 为“ 三 无 ”产 品 的“ 遮 羞

布”。不仅不能帮助监管部

门、消费者发现问题，还掩盖

问题，产生欺骗、误导的反作

用。

严谨可靠的检测报告是

消费者作出购买决策的重要

参考。不少网友呼吁加强行

业监管，“生产厂家、卖货商

家都需要监管”，事实上，对

检测行业的监管更要加强。

毕竟，检测报告都能花

钱随便买，消费者还能相信

什么？ 来源：新华网

检测报告岂能沦为
三无产品的“遮羞布”

王志艳

【活力中国热潮涌：“苏超”出圈，不止于
足球】“为一场球赴一座城”。这个夏天，被

网友称为“苏超”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火爆

出圈。十三支球队，绿茵场上你争我夺，拼出

竞技火花；赛场之外，网友花式玩梗，秀尽家

乡风华。别具一格的线上线下联动，展示了

城市形象，推广了地方文旅，更拉动了消费。

互动即是邀约，“碰撞”更显活力。“苏超”燃

动，激情迸发，映照一个活力四射的中国。

【活力中国热潮涌：中国文化 IP何以全
球圈粉】中国潮玩“拉布布”火了，在海外引发

抢购潮。《三体》《黑神话：悟空》《哪吒 2》……

一系列中国文化 IP 走向世界，受到各国人民

的关注和喜爱。这背后，有中华文化的深厚

底蕴，有文化与科技的双向赋能，有产业链的

坚实托举。以文化为魂，以创新为翼，以市场

为基，培育更多现象级 IP，不断擦亮“文化名

片”，让世界更好感受中国文化，更好读懂中

国故事。

新华微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