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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短剧套路多
“以为花9.9元就能解锁整部

剧，没想到才看完3集，就被提示
余额不足。”近日，有消费者反
映，自己在看微短剧时被不断诱
导充值，最后看完一部剧，花了
200多元。

为了吸引观众付费，一些微短
剧商家可谓套路满满。例如，打着

“免费追剧”的幌子诱导消费者不
断充值；吸引会员充值后，再设置

重重门槛，让消费者二次付费；还
有的商家默默“帮”观众自动续费
……重重陷阱，让消费者防不胜
防。对此，相关部门不能听之任
之，应该加强监管，出台审核的细
则、标准，以及信用监管制度，倒逼
商家和相关平台规范经营。消费
者也应提高警惕，敢于维权，别让
微短剧的付费陷阱掏光你的钱包。

（图/王铎 文/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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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解难需要创新思维
■ 陈奕霖

别让直播间成为“坑老间”
■ 魏燕

观察

■ 陈雪怡

涛声

“一瓶水卖1300多元，而且保质
期长达 10 年，拿到产品后却发现连
生产许可证都没有。”随着互联网的
普及，保健品“坑”人事件频频出现
在网上。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讲
述了他母亲网购保健品的一段经
历，引发网友广泛关注与讨论。

随着直播带货成为深受人们欢
迎的购物方式，不少行业、领域也开
始“转战”直播间，希望在这个新型
商业模式中分一杯羹，保健品就是
其中之一。但直播间售卖的保健品
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产品号称有
治疗奇效，到手后查看说明才发现
只是普通食品；有的产品号称一个
疗程就能见效，下单后商家却变着
法地让消费者追加购买……主播为
了销售产品也是花招频出，将普通
产品吹出惊人疗效，让不少消费者

“掉坑”。有媒体曾以“直播间”“保
健”为关键词在投诉平台检索，发现

众多相关投诉信息，投诉内容包括
出售“三无”产品、虚假或夸大宣传
等，投诉平台则包括多个直播带货
的平台。

保健品不同于一般产品，在网
上售卖保健品，需要严格的审核程
序，且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广告
法明确规定，除医疗、药品、医疗器
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
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
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
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2020年出台
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
管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要求，网络直
播中不得出现保健品类广告，并就
直播营利行为提出规范性引导。各
短视频平台的规则明确了大量禁用
词，包括降糖、活血等病理性术语，
高血压等疾病名称，防癌、抗癌等医
疗效果词语等，以此规范保健品在
网上的销售。

重重限制之下，仍有不少人铤
而走险，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市场
空间太大。保健品的目标销售群体

多为老年人，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
的普及，老年人上网的数量越来越
大，且他们更为关注健康问题。近
年来，利用直播带货的形式向消费
者尤其是老年人推销各种“三无”保
健品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主播为
了躲避平台审查，常常通过展示图
片、替换违规词或剧情演绎等方式
暗示假药假保健品的功效，吸引、诱
导老年消费者购买。这些行为不仅
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也侵犯消费
者的知情权、选择权，还可能损害消
费者的健康权，应及时予以制止。

直播间不是法外之地，“保健
品”花式坑老的剧情，不能再在直播
间上演了。目前，多地已经发布规
定，明确医疗、药品、保健食品等不
适宜以网络直播形式营销。平台也
应强化主体责任，不仅要严格审核
商家是否具有相应经营许可，还要
对主播进行资质审核，并加强全时
段监测，发现坑老行为，及时采取停
播下架等措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
尤其是老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今日热评

广告·热线：66810888

近日，十四届海口市委第六轮巡察第五巡察组
进驻海口市中医医院后，发现该院金盘院区存在
停车难问题，经过实地走访、深入调查研究，巡察
组推动该院提前启用医院二期项目停车场，为现
院区腾挪出车位 181 个，方便了群众就医，得到广
泛好评。

民生连着民心，解决百姓急难愁盼的“身边小
事”就是做好群众工作的“头等大事”。从巡察组推
动解决就医群众停车难问题的具体实践中，能感受
到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心关切，更能看到党员
干部解决难题的创新思维。

据媒体报道，该医院曾尝试通过扩建停车场、加
强保安人员疏导、临时停车留号码等方案积极应对
停车难问题，但效果并不明显。这一问题之所以能
够得到缓解，关键在于新停车场的建设、启用。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局限于现有场地、现有条
件，沿用传统办法，问题难以解决；当视野放宽、
思维拓宽，采用新的举措，则效果立竿见影。这
启示我们：为民解难既需要真挚情怀，也需要创
新思维。

创新思维解决问题，即在常规思考与解决问题
的基础上，敢于超越常规、开辟新径，提出新的思
路。一方面，要着眼于难点本身，深入研究问题、准
确分析问题，抓住问题症结；另一方面，要跳出问题
看问题，寻求解决之道。

当前存在的“老大难”，大多是老办法无法解决
之事，眼下出现的“新挑战”，往往也不能用旧思路来
应对。传统的解决方式常常受限于既定的框架和模
式，难以触及问题的根源。创新思维已经成为解决
复杂问题的必然要求，需从新的角度、新的层面去审
视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实现思维创新，离不开聚焦自身，在实践中勤
思考、多探索，也离不开学习借鉴，吸收前人经
验、善用“他山之石”。与此同时，还要集思广益，
广泛倾听民声、充分汇聚民智。如此一来，创新
思维才不会脱离实际，更有针对性、创造性地推
动问题解决。

创新思维为民解难，体现的是为民服务的理念
和水平，反映的是城市治理的智慧和能力。立足百
姓所思所盼，增强问题意识，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
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难办的事”就会变得好
办，“办不成的事”也会办成。人民群众也将在桩桩
件件急难愁盼的化解中，感受到更多、更实在、更可
持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屯昌县，有这样一个主题园，
靠着种植的木薯，开发了研学项目，
吸引了一波波的游客。一个木薯，何
以产生如此大的效力？其背后离不
开“智囊团”——中国热科院专家团
队的支持。科技的加持，不仅让木薯
形成了多种创意美食，也让乡村旅游
迎来了“化学反应”，受到广泛关注。

蛋黄酥、曲奇饼、粽子……当各
类用木薯制成的创意美食一字排
开，相信不仅会让屯昌新兴镇村民

大开眼界，也会让游客眼前一亮，这
就是乡村旅游和科技组合产生的

“化学反应”。一如提到木薯，人们
可能最多会想到木薯饼、木薯粉、木
薯糖水，谈到乡村旅游，许多人脑海
中浮现的第一画面可能是“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
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乡村的
属性之一是传统，而科技的属性之
一是创新，当传统乡村遇上创新科
技，当乡村旅游有了科技加持，就会
更有新意、更有卖点，进而产生更大
的吸引力。

用科技点亮乡村特色。栽苗种
果、养鸡放牛……有别于城市、景区

旅游，乡村旅游地点往往是一方田
地、一处村落。故此，乡村旅游的科
技加持需深深扎根乡村一线，认真研
究一村一地，精准浇灌一果一木，若
是不脚踏实地、不因地制宜、不用心
耕耘，纵使科技含量再高，终究也是

“插翅难飞”。以海南儋州的嘉禾共
享农庄为例，嘉禾共享农庄一期项目
喜禾热带水果主题公园，将热带水果
的“吃、赏、玩、学”结合为一体，打造
了让人耳目一新的热带水果主题馆、
椰子日记 5D 裸眼馆、海岛印象体验
馆等。游客可在其中参加自然课堂
的研学，体验非遗文化蜡染课程等。
试营业至今，农庄接待人数逾30万人

次。热带水果“香甜醉人”，除了本身
自带的地方特色属性外，也离不开该
农庄与中国热科院、浙江农科院等达
成深度合作，制定537条标准和流程
的产品质量保障。可见，有了科技加
持，不仅农特产品增值，乡村旅游亦
增趣。

用科技优化旅游服务。正如旅
游不光赏美景、品美食，硬支撑、软实
力同样重要，乡村旅游也不能只谈乡
愁，不重服务。那么，科技如何助力
提升乡村旅游服务水平？以安徽泾
县蔡村镇为例，其强化乡村旅游科技
供给，创新开发一系列旅游“智慧”服
务配套项目，比如围绕旅游体验，上

线智慧“一机游蔡村”旅游平台，以游
客需求、产业发展为核心，实现“一部
手机”精准推送，让游客享受在蔡村

“吃、住、行、游、娱、购”等全方位优质
服务。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平台实现
智能监管，经过数据整理、分析，为文
旅监管服务实现多方面数据分析和
精确管理。不难看出，有了科技加
持，乡村旅游不但“有得玩”，而且能
够“玩得好”。

科技引领未来，让“科技种子”在
乡村泥土里生根开花，必然带来乡村
旅游的别样风采。期待在科技的加
持下，海南乡村旅游能飞得更好、飞
得更远。

为乡村旅游插上科技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