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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子们，优惠券来了！”“家人们，好机会
千万不要错过，价格已经打到最低了！”

今年“双11”电商购物节，35岁的宁夏回
族自治区女青年刘宁霞，一有空就点进短视
频平台的直播间，在卖力的吆喝声中，作为主
播口中的“家人”，她也不停地“买买买”。

刘宁霞是一名银行金融产品经理，从 5
年前开始关注带货直播，这5年，因为常看直
播带货，刘宁霞的网购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前
是缺什么买什么，现在经常跟着带货“网红”
下单囤货，“但这段时间，直播翻车的事故真
不少，带的货质量也参差不齐”。

花样百出的直播花样百出的直播““剧本剧本””

拥有 175 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劳士
顿波哥”，是刘宁霞关注较早的一名带货主
播。

今年10月15日至22日凌晨，“劳士顿波
哥”直播销售零食时，还有低俗表演，直播时
段多集中在晚上10点以后，最晚的一次低俗
表演从凌晨2点30分直播到3点35分。

刘宁霞和一些网友予以谴责，“为了流量
什么都干得出来”“永久封禁，不给任何机
会”，并向平台管理方举报。平台方10月22
日上午对该博主作出“作品优化提示”。目
前，该博主的账号已被设置为私密账号，网友
无法查看其短视频内容。

“网红直播带货最看重用户黏性和忠诚
度，眼看他的这些数据越来越高，转眼就崩塌
了。”刘宁霞感叹。

今年 9 月中旬，四川警方通报了一起案
例。以“凉山曲布”“赵灵儿”“凉山孟阳”“凉
山阿泽”为代表的“网红”们，在MCN机构的
孵化下，打着助农旗号，通过摆拍虚假视频、
打造“大凉山原生态”人设，自称助销大凉山
的土蜂蜜等农特产。

“原来发这些短视频内容的尽头是直播
带货啊！”刘宁霞曾感动于“曲布”为孝敬父
母、摆脱贫困生活而试水直播带货，买过其直
播间的山核桃。得知这些都是虚假摆拍，她
有一种被欺骗的愤怒感，“虚假助农，卖惨营
销，属实可恶”。

抖音集团今年9月11日发布的《2023年
第二季度安全治理透明度报告》披露，今年第
二季度，发现并处置了 9000 个涉及摆拍、卖
惨、夸张凸显社会与家庭矛盾等不实信息，或
借助发布“助农”“助老”“助残”“助困”等谋求
商业变现的伪公益账号及其内容。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践踏法律红线
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严厉查处。”在
今年9月20日通报“系列网红直播带货案”的
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公安
局有关负责人提醒说：“自媒体不是随意收割
流量的‘自留地’，相关从业人员切勿造谣引
流、非法牟利，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希望广大
网民积极举报网络谣言违法犯罪线索，与警
方一道共同维护良好网络秩序。”

售假套路多售假套路多 监管有盲区监管有盲区

“‘辛巴’账号被封了。”11月2日，刘宁霞
发现，这名拥有415.1万“粉丝”的“网红”带货
博主“违反了平台方相关规定”，网友已无法
查看其短视频内容，也无法看到其带货店铺，

“我并不觉得意外，他以前就因为销售假燕
窝，个人账号被平台方封禁过。现在，短视频
博主稍攒点粉丝、有点人气，立马就开始带货
了，但有不少都在产品质量上翻了车，甚至有
些直接卖假货。”

最近刚入冬，陕西省咸阳市女青年郑茜
打算从短视频带货直播间买一些过冬的衣服
鞋子。她发现，有些粉丝数千或数万的博主，
用一些带货话术，将自己带货的运动鞋称为

“倒钩”，“这些鞋和某品牌运动鞋的外形高度
相似，简直‘傻傻分不清楚’”。

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郑茜看到一些带
货博主，对网友询价的评论，仅回复一个“加
微信私聊”的表情。

郑茜添加对方微信询价得知，雪地靴100
多元至400多元、三合一冲锋衣不到500元、
羽绒服800多元。卖家在微信朋友圈发的服
装鞋子样图，和一些品牌产品的外观高度相
似，“比如，羽绒服只是品牌标志的字母间隔
不同，普通消费者很难看出差别。这些主播
卖所谓高仿货，就是知假售假。而且购买规
则是‘只换不退、换货邮费自理’。”

她意识到，这些主播之所以不在直播间
留言区直接回答网友问题，而是要求加微信

私聊，就是为了尽量避开监管。如果消费者
购买产品出现了问题，就只能自认倒霉。消
费者的正当权益完全无法得到保障。

带货主播别沦为被流量支配的带货主播别沦为被流量支配的““工具人工具人””

10 多天前，一名有着 900 多万“粉丝”的
“网红”主播在直播时，披头散发、表情狰狞，
手中拿着印有某品牌标识的产品。直播间还
有一名女主播摆出“一字马”的姿势，身后的
牌子上写着“视觉效果 请勿模仿”。

很多网友都留言表达了愤怒。一名网友
说：“这太低俗了，一点也不尊重女性。推销
美妆产品有必要用这样的视觉效果吗？”

被网友质疑后，这名主播道歉表示“是我
太low（低级），对不起。”事实上，这已不是她
第一次因“口无遮拦”而向网友道歉。

“动不动就道歉，一出问题就道歉了事，
等风头过了再犯不误。对这些打擦边球的主

播来说，违规成本也太低了。”安徽淮北女青
年周晓烨说。

在直播带货平台上，除了头部主播及其
带货团队，还有许多拥有数十万、十几万或几
万“粉丝”、在所在区域有一定网络传播影响
力的“网红”带货博主，不当言行也常令网友
直呼“不忍直视、给当地丢脸了”。

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的“【以达之
名】宁夏海瑞”拥有29.9万“粉丝”，长期带货
销售百货商品，平台显示其跟买人数296人、
已售商品 306 件。今年 8 月，为提高直播热
度、吸引粉丝、博取流量，他在直播间与他人
互骂、语言低俗，被固原市原州区公安分局头
营镇派出所约谈。

2019年以来，他因内容低俗、污言烂语、
恶搞丑化人物形象等违规事实，已多次被当
地公安网信部门约谈或封禁。

“对于多次出现问题、屡教不改的主播，

就应该有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比如，纳入‘黑
名单’或‘警示名单’，永久禁言，不允许以更
换账号或更换平台等形式再度开播。”周晓烨
认为。

“直播带货为年轻人开辟了就业新通道，
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遵纪守法、营造良好网
络环境才是正道。”抖音集团工作人员刘峰
（化名）说。

刘峰参与直播内容监管的工作。在他看
来，直播带货平台是“网红”们的名利场，也是
风口浪尖之地。“就算‘粉丝群’再庞大，也绝
不能忘记直播带货的初心。”

他认为，实体店销售与线上带货的本质
并无不同，前者导购“一对一”向消费者卖货；
而后者面向“家人们”“一对多”带货，其一举
一动、言行举止被数万“粉丝”看在眼里，“因
此更要坚守初心、严于律己”。

刘峰说，平台方提倡带货主播及其团队
认真思考如何在有限的直播时间段，提升自
身销售技能，充分了解所销产品的性能，加强
品控甄选能力，为消费者推介物美价廉的好
产品，绝不提倡那些千奇百怪的表演设计。

“留住消费者是关键，但留客要有道。”
关于新消费文化对青年消费者的影响，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社会学博
士王斌指出，“这存在潜在风险。”消费新圈
层、新物种和新场景的加快融合，不可避免地
催生了新的市场监管漏洞。王斌建议，亟须
下大力气严管“种草”平台，依法惩处诱导借
贷购物、冲动消费、高价接盘的失德博主。要
着力提升青少年数字素养，利用相关课程、讲
座、拓展活动，以贴近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案
例，揭开平台的隐蔽算法、盈利模式、诱导话
术、成瘾机制等“黑箱”，填补互联网知识空
缺。

宁夏“小镇女青年”王倩是直播购物的爱
好者，她希望带货主播能够帮助消费者筛选
出好的产品，坚决抵制违背公序良俗和主流
价值观的语言和行为。“我们拒绝沦为被流量
操纵的‘韭菜’，也希望‘网红’带货主播别沦
为被流量支配的‘工具人’。” 本报综合消息

这几天，关于辣条的话题热度不减。“男
子研究辣条 20 年给辣条建博物馆，想证明
不是垃圾食品”登上热搜，仔细查看留言评
论可以发现，这是某辣条品牌的推广活动。
紧接着，上海某博主在探店视频里分享了5
元一根的“辣条”引发热议。查看完整视频
才知道，这是某面包店模仿辣条造型和口味
推出的一款面包。

辣条之所以会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
承载了许多人的童年记忆，也代表了一种便
宜又好吃的大众零食。但是，通过短视频营
销，辣条就能顺利撕掉“垃圾食品”的标签
吗？

辣条能撕掉垃圾食品的标签吗？

添加剂并非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添加剂并非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近些年，辣条生产企业虽然不断升级，
朝健康化道路迈进，但辣条作为零食，仍具
有“高油”“高盐”“高添加”的特点。辣条的
主要原料是小麦粉和辣椒，其中含许多添加
剂。所谓的“好吃”、“上瘾”，正是味精、色素

和食品添加剂在起作用。市面上生产的不
正规辣条，着色剂滥用，甜蜜素、糖精钠、山
梨酸及钾盐等添加剂也超标严重。

业内人士表示，辣条在生产加工过程中
主要偏向于使用香精香料、色素以及甜味
剂。不过，香精香料这种呈味物质具有较强
的“自限性”，添加过多反而会影响味道和口
感。而色素和甜味剂，即使考虑口感、可观
性以及成本，也不宜添加太多。

辣条真正的风险在于生产环节。辣条
的生产成本很低、生产工艺又相对简单、市
场大销量多。部分厂家为控制成本，根本不
注意生产环境，因此部分辣条商品的生产环
境及卫生状况很难得到保障。

2019年，央视“3·15”晚会上曾曝光多家
辣条企业的卫生乱象，生产过程触目惊心。
有些不法商家还会使用地沟油等非法添加
物来加工辣条。当年，辣条“国标”发布，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从统一“辣条”类食品
分类、加强原辅料和生产过程管控、倡导减
盐减油减糖等 6 个方面对加强调味面制品

质量安全监管提出要求。2021年，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抽查结果显示，调味面制品抽
检 约 4.5 万 批 次 中 ，抽 检 不 合 格 率 低 于
1.3%。折算下来，不合格辣条产品仍有500
余批次。

对于消费者来说，最重要的是通过正规
渠道购买辣条，特别是不要在无证摊贩处购
买此类产品。购买时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
整，包装标示的产品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
条件、配料表、“QS”标识、生产厂名、厂址、
联系方式等内容齐全；同时应注意产品有无
油脂酸败气味以及油渍渗出问题，如有此类
问题切勿购买。

营养含量低营养含量低，，还刺激肠胃还刺激肠胃

疾控部门不提倡经常食用辣条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是其营养含量低。辣条大多是
用加工过的大豆皮辅以辣椒粉、色素等添加
剂腌制或油炸而成，其营养成分被破坏，盐
分及脂肪（蛋白质/脂肪）含量升高。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科
主治医师胡洋认为，辣条多高盐、重辣和重
油，经常吃可能会引起肠胃道黏膜损害，出
现黏膜糜烂、炎症，表现为腹胀、消化不良或
胃肠道痉挛。由于长期辣椒的刺激，容易出
现口腔溃疡、咽喉炎、便秘和痔疮。对于气
道敏感的孩子，还有可能诱发支气管哮喘。

孩子过多食用辣条会出现味觉退化，表
现出厌食，营养摄入不够，维生素缺乏，会影
响身体和智力发育。

胡洋提到，《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
指南》中将零食分为“可经常食用”、“适当食
用”和“限制食用”3个推荐等级。辣条等廉
价零食属于限制食用类。很多儿童和年轻
人往往没有自控能力，一吃就欲罢不能，全
然不知辣条的危害。他建议家长引导孩子
不要食用这类零食，而是吃好一日三餐，保
证正常的营养摄入，“即便是家庭自制的辣
条，也只能浅尝辄止。” 本报综合消息

网红直播间都有哪些“圈钱”剧本

辣条能撕掉“垃圾食品”的标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