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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营销需注明“广告”
□朱昌俊

关注乡村振兴中的“数字乡民”
□宋庆宇 付伟

近年来，达人探店、达人种
草等各类互联网分享行为在网
上引流效果显著，但他们的一些
行为也可能误导消费者，甚至涉
嫌违法。 日前，因一家公司发布
的达人探店推广短视频未标明
“广告”字样，湖北省黄石市市场
监管部门拟对其作出责令改正
并处罚款 1万元的行政处罚。

今年 5月 1日起实施的《互
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
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
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
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的，
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
告”。这实际是在法律层面，给如

今非常流行的互联网视频创作
和新媒体广告营销划出了明确
边界。

其实， 这也是达人探店、达
人种草等新的营销模式发展到
一定阶段，必须经历的“升级”。一
方面，随着此类营销行为越来越
多，如果一部分标注广告，一部
分不标注，这实际也妨碍市场公
平竞争；另一方面，不标注广告，
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责任约束和
监督，不可避免地加剧虚假宣传
倾向。 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发现
这种探店模式不再具有真正的
参考价值，相关营销模式的路子
只会越走越窄。

当然， 规范达人探店等短
视频营销活动，注明“广告”只
是一个最低限度， 也是最浅显
的要求。 对于虚假宣传行为，仅
注明广告是不能免责的， 从平
台到监管部门都应加强把关，
并根据该模式的特点探索新的
市场治理方式。 同时，短视频营
销内容与正常的视频分享在现
实中的界限也未必都非常清
晰，在执法中如何判断，也考验
着执法智慧。 ②3

校长公布手机号，
挺好！

大学校长公布自己的手机号两年来，收到
两万多条学生短信， 最多的一天收到 1000 多
条，这些短信都得到一一回复。 近日，在武汉工
商学院 2023 届学生毕业典礼上， 该校校长孔
建益的故事让现场学子动容。

据报道，2021年 9月， 到武汉工商学院担
任校长不久的孔建益向全校学生公布电话号
码，并表示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有任何困难
和问题，都可以给他发短信。“生有所呼，校有
所应，我们要做一所最有温度的学校！ ”这在当
时，也成为一个新闻。

一校之长，不仅应直面所有老师，还应直
面更广泛的学生。 大学之“大”，不只“大”在其
物、“大”在其师，还应“大”在主动，积极地经营
一种良好的师生关系。 换言之，深入了解、及时
回应、努力解决学生的问题和需求，应是大学
的基本关切。 历史上，北大校长蔡元培视学生
如己出，可谓有求必应，事必躬亲，小到饭堂伙
食，大到人生选择，都能打理得妥妥帖帖。 善待
学生是蔡元培一以贯之的为师原则和为人风
格，一直是教育界的一段佳话。

从学校发展角度说，校长也应向学生公布
手机号等联系方式。“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
失者在草野”，学生是学校教育、管理和发
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们对学校诸多事项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最为感同身受、最有发
言权，故学校领导应积极倾听学生想法、直面
学生“挑刺”。 校长公布手机号，是吸引青年学
子参与学校治理和民主管理，积极建言献策的
重要渠道。 通过公布校长手机号等方式，将校
园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交给学生，可
以提高他们身为学校主人翁的认同感、 责任
感、自豪感。 ②3

（据《河南日报》）

●梦想不会欺骗任何人， 欺骗我们的
是无限膨胀的欲望。

●浅薄的人相信运气或境遇， 坚强的
人相信努力和耐心。

●面对亲情、友情和爱情，海誓山盟无
需太多，陪伴就是最好的承诺。

●最好的节约是珍惜时间， 最大的浪
费是虚度年华。

●闪光的未必都是金子， 而沉默的也
不一定就是石头。

●生活简单就迷人，人心简单就幸福。
●人生太短，所以笑吧，趁你现在还有

牙齿。
●谎言就像肥皂泡般美丽，但一触即破。
●生活不是风景画，不会总是阳光灿烂。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

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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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何“高职就业虽好却不想上”
□张焱

6 月 13 日， 国家发展改
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
介绍推进实施职业教育产教
融合赋能提升行动有关情
况。 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
来，中职、高职毕业生就业率
分别超过 95%和 90%。

中高级技工需求旺盛、缺口
巨大、薪资高企，很多中职、高职
的学生往往还未毕业就被一抢
而空。 人社部发布的全国“最缺
工”的 100个职业中，有 58个属
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一边

是中职、高职 90%以上的就业率，
一边是本科毕业生就业率低迷，
从理性的角度看，家长和学生似
乎不应有犹豫，他们“高职就业
虽好，却不想上”的纠结到底在
哪里？

“好的学生都去了 985、
211，职校基本就是差生抱团的
地方”“职高就是混日子”……
应试教育所造成的筛选效应与

“分层”结果，难免给大众这样
的观感。 宁可直接出去打工，也
不去好的职高， 是很多人存在
的思维定式。

偏见， 很多时候是基于现
实的不合理。 职业院校展现出
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文化价值，

是家长、学生高度关心的问题。
2022 年 4 月， 教育部召开

新闻发布会，介绍教育系统学习
贯彻落实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教育法》有关情况，强调
要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水平，改变
职业学校给人教育质量不佳的
印象， 加强职业学校学风校风、
师德师风建设，营造良好学习环
境，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
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换句话说， 这是事关培养更多未
来劳动者中坚力量的教育。那么，
如何在文化与价值建设上真正拿
得出手， 也应当是职业教育从业
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②3

南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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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用数字技术，越来
越多的人克服了物理空间对
自身的束缚，利用数字化工具
在线完成各类工作，不再依赖
传统的办公室工作模式，这些
人被称为“数字游民”。 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数字游民”入
驻乡村，艺术家、科技工作者、
创业者在乡村建立工作室、实
训基地、创业小镇等，成为乡
村振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

乡村振兴进入新阶段，乡
村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
求。“数字乡民”的出现，为乡村
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不同于
传统的人才下乡， 相当一部分

“数字游民”是在全球范围内流

动的科技工作者、 艺术家和创
业者等优秀人才， 连接了城市
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技术、
市场等资源。 这部分群体在县
域周边工作生活， 让诸多外部
要素溢出进入到乡村之中。

以农产品电商发展为例，
农产品电商产业是“数字乡民”
大显身手的重要场景。近年来，
许多位于一二线城市的电商运
营和直播带货公司纷纷派出工
作人员下沉到各地县域。 这些
数字人才具有高度的流动性，
将乡村、 县域与大中城市乃至
全球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要充分发挥“数字乡民”对
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 需要进

一步催化他们与乡村要素之间
的化学反应，推动这些资源与县
域社会和既有产业充分融合、共
同发展。一是要加强乡村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数字化水
平。二是要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政
策，建立各种平台和渠道。 三是
要充分发挥“数字乡民”的技术
和理念优势， 通过举办各类培
训、县域创业大赛等活动，为乡
村培养本地人才，将外来的技术
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在地化的
内生发展动能。 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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