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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锐评

据新华社报道，近日商务部会同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

管总局、国家邮政局和中国消费者协

会共同指导举办的“2024全国网上年

货节”拉开帷幕。

作为“2024消费促进年”首场线

上重点活动，本届年货节将持续至2

月17日，围绕数字、绿色、健康等三大

新型消费，开展家居焕新、国潮焕新、

场景焕新等三大“新春焕新”主题促

销，举办数商兴产、数商兴农、数商兴

贸等三大“数商迎春”特色专题。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

和电子商务的兴起，数字化浪潮正在

带动新业态经济蓬勃发展。以网络购

物、新零售等为代表的新型消费规模

不断扩大，在不断改变国民消费习惯

的同时，也推动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实

现良性循环，见证着一个消费大国的

旺盛需求和巨大潜力。自2021年多

部门联合指导举办首届“全国网上年

货节”以来，聚焦群众在过年期间吃

住行游娱购等方面需求，国家商务部

门每年都会举办“全国网上年货节”，

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节日采购需求，进

一步激发年货市场消费活力。

作为过年的一种“仪式”，置办年

货是不可或缺的大事，也是各种消费

需求集中释放的需要。透过网上年货

节这面镜子，我们也可以感知春节消

费的强劲脉动：顺应升级趋势，北京等

地举办3C产品首发首秀、“科技年货

节”等活动，上海等地针对季节性需

求，举办“超级假期”等活动；紧扣年节

需求，天津等地开展家具家电直播专

场、特卖补贴等活动，陕西等地开展

“夜长安潮长安”等活动；联通城乡内

外，广西、河南举办“东盟电商主题周”

“万国优品”等活动，让消费者有更多

选择……“全国网上年货节”一头连着

生产者，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乡

村，一头连着城市。线上与线下不断

融合，网上年货“只有想不到，没有买

不到”，人们动动手指就能备齐年货，

清晰地勾勒出中国消费结构优化升

级、不断催生新增长点的轨迹，也呼应

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我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7万亿元，总

量创历史新高。在春节这个独特的

时间窗口，网上年货节火热开启，再

次表明国内消费市场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扩大

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

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

力扩大国内需求，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并提出“培育壮大新型消费”。此外，

商务部也将2024年定为“消费促进

年”。网上年货节满载着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发着消费市场的

澎湃活力。14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

内需市场，加上春节吃住行游购娱等

需求显著增长，我们可以想见春节期

间消费市场的火热场景，也能够预见

全年消费增长的大好势头。

把握节日消费的时间窗口，网上

年货节必将带动消费热潮，让中国年

越过越红火。

网上年货节，让中国年越过越红火
黄元济

近日，河南平顶山的王女士在银

行柜台取钱时，竟被工作人员要求证

明转账人是自己亲姐姐，前前后后耗

费了2个小时。

王女士称，她的姐姐给她转账

5000元，让她取出来包红包用。王女

士去取钱时，起初柜员让下反诈App，

她觉得还挺负责，到后面就被问姐姐

在哪上班等问题，王女士便打电话让

姐姐直接与柜员沟通，但柜员还是不

让取，还让证明姐姐是自己亲姐。直

到王女士报警后才成功把钱取出来，

前后总共近2小时。

翻看新闻不难发现，类似的情况

并非个例。去年年初，浙江湖州一位

女士就发布视频吐槽：自己去银行存

5万元，柜员问她在哪里上班、钱从哪

里来，还要收入证明，让她觉得像是在

审问犯人，很不舒服；去年7月，浙江

省宁波市一男子到银行取2.5万元现

金，因不满柜员询问取款用途，故意连

续多次只取1元钱……

为了账户的资金安全，也是为了

防止电信诈骗，银行在客户转账、取钱

时严格核对信息，这一点相信大家都

是能够理解的。但不能因为担心电信

诈骗，就让储户正常的银行交易受到

影响。试想，这种口头询问资金来源、

要求提供关系证明，除了给储户添麻

烦、令储户反感，对打击洗钱、电信诈

骗能有多大效果？何况，百姓存在银

行的合法财产不能够自由的存取和使

用，于法于理无疑都是说不过去的。

打击电诈、洗钱和尊重储户的个

人隐私、方便储户办理业务，不是非此

即彼的关系。为此，银行方面应该进

一步优化风险控制流程，确保在保障

客户资金安全的同时，尽量减少给客

户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比如更加合理

地设置取款限额、优化身份验证流程

以及加强与客户的沟通等。

如果银行只是一味地强调风险控

制，而忽略了客户的实际需求和感受，

无疑是因噎废食。

银行反诈切莫因噎废食
高震

近日，河南云台山景区出现“男女

妲己”，妩媚又妖娆。视频中，两名“妲

己”与拍摄者做出摸手摸脸，隔空亲吻

等亲密动作，引发舆论热议。有网友

表示，在公共景区进行这样的表演很

博人眼球，但也让一些游客觉得尴尬

不适，担心会对未成年人有不良示范。

为此，云台山景区在其微信公众

号发布“致广大游客和网民朋友的一

封信”，表示诚恳接受游客和网民朋友

的批评和建议，并已经改正。此外，

“男女妲己”的扮演者也分别就争议发

声，“对于自己和游客亲密互动的争

议，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反思”。

对文旅宣传来说，靠“角色扮演”

火爆“出圈”的事例不在少数。早在

2019年，西安大唐不夜城不倒翁小姐

姐扮唐朝仕女表演，一段不到10秒与

游客互动的“把手给我”短视频点赞达

到几百万，为她来到大唐不夜城的人

更是数不胜数；去年，同样由西安大唐

不夜城景区推出的“盛唐密盒”表演火

爆出圈，两位扮演历史人物“房玄龄”

和“杜如晦”的工作人员配合默契、妙

语连珠、爆梗不断，通过知识问答的形

式与游客互动十分有趣。

那么为什么如今“男女妲己”与游

客的互动就会引发争议呢？道理很简

单。文旅业作为制造快乐的产业，营

销的内容和过程的确应该制造欢乐、

营造欢笑，但要把握好度。仅仅靠以

“色”悦人，向着庸俗与媚俗的画风走

去，显然会引起一些游客的反感，避而

远之。

文旅不仅仅是一种消费产业，更代

表着一个地方的整体形象、承载着当地

百姓的原乡情感认同。因此在推广中

应立足文化内涵、因地制宜“量体裁

衣”，设计真正符合地方特色、积极向上

的文旅项目。为了追求“爆点”而用力

过猛、剑走偏锋，不仅热度难以长久，更

是对当地历史人文和百姓的不尊重。

文旅营销要把握好“度”
李平

最近，“近视眼从800度降到100度”的

短视频上了热搜，不同身份的主播演示了

各种“恢复”方法，它们都有用吗？据《解放

日报》报道，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此类视频

都是“伪科普”。

近视能逆转吗？权威医生早已给出令

人信服的答案——在目前的医疗条件下，

近视不可治愈，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那

么“逆转近视”类的内容为什么还会大行其

道？推广者无外乎看中两点——流量和收

益。从报道来看，一些深谙平台推广机制

的“伪科普”博主，利用大众对近视的关心，

刻意设置议题、炒作话题，通过“标题党”等

发布不实信息博眼球、用“算法”赋予相关

内容更多的曝光度，以此来“收割”流量，甚

至“带货”获利。

科普之益，在于其真。医疗类“假科

普”不仅传播虚假信息，还有可能对患者造

成误导、延误治疗时机，危害群众的生命健

康安全。

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委就

曾联合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

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

提出：制作、发布和传播的健康科普信息应

经由相应领域的专家进行编写与审核，并

符合有关要求；同时，宣传、网信、广电等部

门将会同卫生健康、中医药等相关部门，引

导各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加强对

发布和传播健康科普知识信息的审核，及

时删除虚假健康信息，防止误导群众。

徒法不足以自行。针对“伪科普”短

视频在网上大行其道，监管部门要主动作

为、重拳出击，对于制作者要追根溯源、依

法严惩，同时深挖背后的广告主、经营者

和发布者，依法让其付出应有代价。当

然，各大平台也要加强内容管理、履行社

会责任，优化科普类短视频推送机制，从

技术上斩断“伪科普”的出路。此外，相关

部门还要针对网络热点及时提醒纠偏，防

止民众轻信“伪科普”。

只有综合施治、“打防”结合，才能“扶正

祛邪”，让医疗科普回归本源。

医疗类“伪科普”岂能屡上热搜
吕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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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制菜要找准跑好赛道
《工人日报》1月29日刊发《预制菜“抢占”年

夜饭餐桌，你能接受吗？》一文，报道与往年不同，
不管是在餐馆还是在家里，预制菜都在“抢占”年
夜饭的餐桌。与此同时，其引发的争议也从未间
断。不仅预制菜货不对板、线下餐厅使用预制菜
未告知消费者、预制菜标识标签信息不全等引发
投诉，更有人直言难以接受把没锅气的预制菜与
代表“家的味道”的年夜饭联系在一起。

点评：预制菜应该跑好的是自己的赛道，

既不能佯装“现点现做”去饭店欺骗消费者，

也不必和亲人烹调的“家的味道”一较高下。

提升口味、质量、性价比，服务好想要省时省

力的受众才是根本。

■ 任性“种草”推人入火坑
《法制日报》日前刊发《“此处危险，请勿

入内”何以成了网红打卡地？》一文，报道网络
平台存在大量推荐“野景点”而忽略危险性警
示的“种草”帖。网红博主有的强调“这里不
是景区也没有门票”，有的强调“很出片”，因
其受关注程度较高，往往引得游客趋之若
鹜。然而“野景点”因为缺乏安全保障而具有
一定危险性，博主们却对此避而不谈。受访
专家表示，如果游客观看博主发布的“野景
点”攻略后前去打卡发生损害事故，博主可能
面临法律风险；“野景点”的火爆离不开攻略
发布平台的推波助澜，其也要承担审核义务。

点评：博主明知“野景点”存在危险，却为

了博眼球任性“种草”，这不是推荐，而是推他

人入火坑。安全无小事，法律法规面前，博

主、平台找不到推卸责任的借口。

■“云”上相亲也要“落地”
《中国青年报》1月30日刊发《这些年轻人在

直播间“速配”找对象》一文，报道当下一些年轻人
为尽快“脱单”，进入短视频直播间进行“群面式”
相亲。相亲者们的颜值、职业、收入等基本条件
被摆在明面上被打量和筛选，有人幸运地找到
相亲对象，但也有人遭遇套路与陷阱。受访专
家认为，“云相亲”理论上帮助年轻人提高择偶
效率、扩大择偶范围、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同时，
也会因择偶条件前置导致情感“快餐化”。

点评：择偶标准的精准高效匹配，并不是

建立一段恋爱关系的唯一要件，“云”上找的

对象，归根到底还得“落地”，急于求成的盲目

速配未必会带来甜蜜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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