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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抖音、快手、微信三
大平台几乎同时出手，下架了
一大批违规微短剧，处置了上
千个违规小程序。

微短剧越来越火，究其原
因， 不外是符合了观众碎片
化、快节奏的观看需求。 一部
三分钟不到的剧集，可能有穿
越重生、草根逆袭、霸总爱情
等元素， 还有诸多狗血反转，

主打的就是够土味、够离谱、够
吸引眼球。

为了快速吸粉， 微短剧是
需要点“刺激剂”，但如此也更
易让内容跑偏。相关数据显示，
微短剧观众多集中于 18 岁
~40 岁年龄段区间， 且 18 岁
~23 岁最年轻的受众在进一步
增长。 一些微短剧追逐感官刺
激，血腥、暴力、低俗画面不断，

还一味放大矛盾、挑动
对立，对群众、对青少
年来说无疑是精神“毒
鸡汤”。

不同于长剧集，微

短剧内容直白、观看不费时，传
播起来极其快速， 危害也更易
蔓延。 因此，网络微短剧的监管
也更考验水平。 规范微短剧市
场， 有赖于更精准的监管和常
态化管理机制。 近期，广电总局
多措并举持续开展网络微短剧
治理工作，如违规“黑名单”全
行业通报等， 相信这将进一步
推动行业自律， 促进行业健康
发展。 应当注意的是，相关部门
和平台在加强管理时还需把握
好“精度”，遏制低俗、有害风气
的同时，让真正有创新力、充满
正能量的微短剧传播开来。 ①2

剧可短，监管不可短
□皇甫思逸

数字化的风，刮到了“吃”
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年启动
了数字标签试点工作，目前已
有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等
超 40 款产品、20 余家企业加
入试点工作。

食品数字标签，很“良心”。
众所周知，囿于包装、版面限制，
很多食品的标签信息又小又
密，对消费者，尤其是老年群体
来说，十分“不友好”。 而数字标
签， 就是把产品标签存储在二
维码上， 消费者只要拿起手机
“扫一扫”，就能轻松、准确获得
成分、生产日期等关键信息，便

利性大大提升；此外，数字标签
还提供了页面放大、 语音识读、
视频讲解等多种功能，消费者不
仅能“看得见”， 还能“看得明
白”，购物的体验感“拉满”。

小变动有大价值。 给食品
贴上二维码，办上一张“电子身
份证”， 看起来只是一个小变
动， 却能够缓解消费过程中存
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让人们
消费得更安心、更明白、
更满意； 也能够规范食
品标签的管理， 提高食
品企业管理效率， 推进
其数字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食品数字标
签当前仍在试点，属于新事物，既
需要标准化引导，也需要及时发
现问题。 比如，食品标签数字化
了，对标签信息的监管也要同步；
又如，标签没有“版面限制”，会不
会助长商家乱加添加剂的不良风
气？凡此种种，有关部门都应该未
雨绸缪，才能守护好食品标签数
字化这一良好开端。 ①2

数字标签让食品安全看得见
□庹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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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羽绒服
性价比是首选
近日， 话题“国产羽绒服卖到 7000

元”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网友对此展开
热烈讨论。

最近几年， 羽绒服价格确实“长高”不
少。 数据显示，2014 年至 2020 年，我国羽绒
服平均单价已经由 452 元涨到 656 元；大型
防寒服的成交价突破 1000 元，其中 2000 元
以上的占比已经接近 70%。“普普通通就破
千”“看上的买不起， 买得起的看不上”……
社交平台上，不乏有网友针对羽绒服价格发
帖调侃。

高价背后有何逻辑？ 观察当前市场，不
少老牌国货都推出了高端产品，而且身价较
高的羽绒服背后，都关联着“黑科技”“联名
款”“新系列” 等营销关键词。 考虑到研发、
营销等成本叠加，较高的定价也符合市场规
律，并非所有产品集体“飞升”。 与此同时，
打开线上购物平台，千元内羽绒服仍占据消
费市场的“半壁江山”。 可见，羽绒服行业并
非“抱团”涨价，尽管有部分产品定价提高，
但仍保留了较大的消费选择区间，以供消费
者按需购买。

说到底，购物消费的主动权，还在顾
客手里。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在进行
商品挑选时，性价比总是首选。以引起热
议的 7000 元羽绒服为例，对于普通消费
者来说， 售价确实有些“高攀不起”，但
若其产品真能达到品牌宣称的效果，那
么对于其品牌定位的目标群体来说，就很有
性价比。因此，只要明码标价、不存在虚假宣
传，对于交易双方来说，就是你情我愿的买
卖，算不上离谱。 ①2 （刘硕）

我永远忘不了从军之初乡亲们对我的
帮助。 如今，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退役军
人，我更要担起责任。

———1984 年，19 岁的朱祥务从家乡四
川来到西藏， 当兵入伍， 开始与高山为伴；
1994 年，他告别军营，留在西藏自治区亚东
县经营药房，成为一名大夫。 多年来，朱祥务
经常为哨所官兵巡诊、送医送药，免费为当
地残疾人员、五保户、低保户及外来务工人
员提供医疗服务。 面对记者采访，他如是说。

我不想被当作卖惨，也不想红，我只
想安安静静地陪着妈妈，让她做主角。

———在成都居住的 31 岁市民张植，母
亲患上“额颞叶痴呆”，在短短 8 年间智
力水平退回到一两岁， 并且还会持续恶
化下去。 2021 年 10 月，张植放下工作，
成为“2 岁”妈妈的全职陪护。 在身边朋友
的鼓励下，他开始用视频记录照顾妈妈的生
活。近日，媒体记者注意到，在张植创建的社
交媒体账号“植树和袁妹妹”下，大部分视频
收获了几千上万的点赞量，最高的一条视频
甚至达到了 9.3 万次点赞。 面对记者采访，
他如是说。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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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首“灰色童谣”，
引发了不小的网络争议。 有网
友发文称，一本儿童读物里收
录的儿歌《小妹别生气》有不
良引导的嫌疑：“小妹小妹别
生气，明天带你去看戏。 我坐
椅子你坐地， 我吃香蕉你吃
皮。 ”据公开资料显示，《小妹
别生气》一文收录于儿童读物
《识字认读》（上册）中，该书由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天
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现实生活中，人们习惯给
孩子读些形式简短、语言逗趣
的儿童读物，形式上多以顺口
溜、儿歌、童谣为主。 载有《小
妹别生气》的那册《识字认读》
就是此类读物。 但旨在教孩子

“识字认读”的童谣，也承担着
重要的启蒙作用。 品读“我坐
椅子你坐地， 我吃香蕉你吃
皮”两句，的确存在有悖常识、

有违礼貌、误导三观的问题。
面对如此明显的偏差，有

人颇不以为然，反而觉得有趣，
认为网友“不必较真，大家小时
候都调皮过”；而涉事出版社的
回应则是，引发争议缘于“可能
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一样，我
们也尊重对方”。但更多受访家
长却普遍认为， 童谣里的行为
“很不礼貌”，“这样的儿歌，怎
么能印在纸上，教给孩子呢？ ”
由是观之，对于“我吃香蕉你吃
皮”引发的争议，的确有必要厘
清是非、辨明正误。

众所周知， 启蒙教育不单
单要教给孩子们“识字认读”，
还要教他们做人做事。 而学会
分享就是很重要一课。
既然大人们对此看法不
一， 那就不妨先问问这
本书真正的读者———在
孩子们的世界里，“我坐

椅子你坐地，我吃香蕉你吃皮”
该是怎样的语义色彩？ 有老师
特意为此组织幼儿园中班开展
讨论，这群 4—5 岁孩子普遍感
到“不开心”。 从常识看，这首歌
谣传递给孩子们的， 就是拉高
踩低的“不平等”观念，这既有
悖分享观念、也有违文明礼貌。
如此以大欺小的做派， 对孩子
们的误导不容小觑。

这样的“灰色童谣”不是儿
戏，搞不好就会有悖于孩子的正
确启蒙和健康成长。 由此看来，
儿童读物要真正担负起启蒙责
任， 选择素材时要严格把关，才
能给祖国的花朵们提供更加健
康、优质的精神养料。 ①2

“灰色童谣”问题不是儿戏
□张玉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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