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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3

万物可直播，人人能带货。前有

薇娅 、李佳琦等网红主播顺利“出

圈”，后有罗永浩、董明珠等企业家的

出境，直播带货成了今年最热闹的

“风口”。然而，在现象及事件频频刷

新眼球的同时，直播带货乱象也日渐

暴露。直播间数据造假、主播虚假宣

传的情况时有出现。电商直播谁来

监管?专家建议，建立黑名单制度、信

用评价制度和投诉监管制度，只有做

到消费者权益至上，才能真正称得上

是“风口”。

直播带货近年来越来越火，一时

之间成了电商的新“风口”。不仅是

网红主播，企业家、明星、政府官员也

都纷纷跨界试水，越来越火的直播带

货，也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美。

比如，此前备受关注的某知名企业老

总的直播带货，在一天之内达到几十

亿元的成交额，不免让人质疑。有业

内人士称，这只是将现有客户从一个

渠道转移到另一渠道而已。

“大佬”直播带货尚可能存在数

据造假的问题，一些网红主播同样如

此。据了解，在电商平台就有不少刷

数据的产品出售，且成交量相当可

观。这些刷数据产品的购买者中有

不少直播带货主播，一些网红主播就

被发现存在刷量行为。

直播带货漂亮数据背后可能存

在一些数据泡沫。而直播带货乱象

还远不止于此。像一些主播进行虚

假宣传，其中还不乏“跨界试水”的明

星身影。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电

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

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

经济新优势。直播经济迎来了“风

口”，按下了“加速键”，但不管任何行

业都要规范发展，不能野蛮生长。对

于直播带货、直播经济，也需要予以

规范。

直播经济是新兴事物，对于新兴

事物的监管容易滞后，这就需要尽快

制订相应法律法规、监管制度，对直

播经济予以引导与规范。网红主播、

明星等进行直播带货，也不能“信口

雌黄”，要爱惜自己的声誉，不能为了

利益罔顾职业操守。另外，电商平台

也要加强对带货主播的监管，要加强

对直播的巡查力度，提高准入门槛，

建立健全相应的惩戒制度。而对于

那些销售“三无”商品、进行虚假宣传

的带货主播，则要予以及时叫停，并

进行相应惩戒。相关监管部门要加

强对电商平台的监管力度，督促平台

履行好监管责任，对于违法销售商品

的商家与主播，要依法予以惩治。消

费者自身也需要理性消费，避免受到

不良带货主播的蛊惑，要增强防范意

识与维权意识。

直播带货不能只是“看起来很

美”，直播经济的“风口”不能被直播

乱象这一“歪风”吹乱。要促进行业

健康有序发展，去除行业“虚火”，直

播经济才能行稳致远，这样也才有利

于保障广大消费者的权益。

别让“歪风”吹乱直播经济“风口” ■戴先任

昨天，《常德日报》刊发了新华社

记者采写的《警惕高价视力矫正“收

割”家长伤孩子》一文，报道称，近期，

多地眼科门诊中小学生就诊人数明

显增加，其中不少孩子视力下降甚至

出现近视症状，导致家长焦虑。有些

商家借机推出各类视力矫正产品，宣

称能提高视力、摘掉“小眼镜”。记者

调查发现，其中部分产品效果不实、

资质不明、价格过高，还有些存在损

伤孩子视力健康风险。对于这种乱

象，家长、学校和有关部门必须合力

“矫正”。

近年来，视力不良问题呈现低龄

化趋势，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一直居

高不下，这样的问题在国内普遍存

在。青少年近视率高，也带“火”了近

视矫正市场。但近视矫正市场却良

莠不齐、泥沙俱下，很多视力矫正机

构是在以“矫正视力”之名行“骗钱”

之实。

有的商家将青少年视力矫正产

品包装成“治眼神器”，大量矫正产品

自称使用了“3D训练”“5D热敷”“6D

移动光学”“8D立体光学”等“先进技

术”，这些“治眼神器”，效果显著，只

要家长舍得花钱购买其产品和服务，

就能够帮助孩子摘掉“小眼镜”。这

些“治眼神器”并不便宜，甚至很昂

贵，比如，有的青少年护眼机构的套

餐产品每疗程价格1.3万元至1.8万

元不等。这些据称能让孩子“轻松摘

镜”的“治眼神器”，让家长花了数万

元，不仅孩子没能“轻松摘镜”，反倒

让孩子的近视不降反升。

调查表明，这些所谓的青少年护

眼机构多数缺乏诊疗资质，不少视力

矫正机构只是在工商登记注册，缺少

诊疗资质和专业人员。还有些近视

矫正机构的视力检查结果是人为操

作，在孩子初来检查时，故意将视力

表缩小或加大检查距离，而到孩子治

疗后再次检查时，则把视力表的距离

拉近，或者允许孩子眯着眼睛反复多

次辨认，从而制造出近视明显减轻的

假象。

目前，不少的近视矫正机构，不

仅不能帮助孩子恢复视力，反倒利用

了家长的急切心理，进行虚假宣传，

欺骗孩子及其家长，而且还耽误了孩

子的治疗，让孩子的视力变得更差。

对于近视矫正市场的这种乱象，

亟待予以遏制。一方面需要家长对

近视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盲目焦

虑，以致于轻信商家的虚假宣传，被

不良商家征收了“智商税”，要带孩子

到正规医疗机构检查、就诊。家长、

学校以及相关部门都要认识到，青少

年近视防控重在预防，要帮助孩子养

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另外，相关部门

要加强对近视矫正机构的监管力度，

要严把诊疗性视力矫治人员资质关，

制订严格的行业标准。需要各方形

成合力，综合施策，合力“矫正”近视

矫正市场乱象，这样才有助于为孩子

们“擦亮眼睛”。

近视矫正市场乱象需“矫正” ■圣宜

6月16日，《常德日报》以《骑手的

“生命之盔”》为主题，深度关注了“一

盔一带”这一社会新热点。目前，公

安部交管局要求全国各地稳妥推进

“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引导驾乘

人员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规范使用安

全带，其目的就是要强化摩托车和电

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汽车驾乘人员的

安全意识。然而，在各地公安交管部

门紧锣密鼓地开展安全守护行动的

当下，我们千万别忽视了对电动代步

车的安全守护。

人们一般把电动代步车俗称“老

人代步车”，这种车辆有三轮、四轮

的，酷似汽车，体积小、价格低，而且

少数人还认为这种车辆不需驾照、

不用上牌照、不用买保险，开着车去

送个人、买个菜、接个小孩，是个非

常好的代步工具。殊不知，这些电

动代步车存在着一些硬伤：不能上

牌上户，禁止上路行驶；此类车辆无

安全防护措施，耐碰撞力度低，离地

间隙差小，底盘轻，危险系数极高。

由于这类车辆无法取得合法牌照上

路，遭遇保险空白，保险公司也无法

为其投保交强险，这就存在很大的

安全隐患。

“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

所溺”。安全无小事。由于事故频

发，老年代步车已成为交通事故的一

大隐患。据统计，近五年来由这类车

辆引发的交通事故多达83万起，其中

死亡人数约为1.8万人，受伤人数约

18.6万人，并且事故次数和死亡人数

逐年增长，年均分别增长 23.3%和

30.9%。

“老人代步车”的几大硬伤、触目

惊心的事故数字等因素，让我们不

得不敲响警钟，在“一盔一带”安

全守护行动中一定莫忘了“老人

代步车”。我们应该借助法规和

科技手段在车辆生产、交通安全

和城市道路等方面进行科学规范

的管理，不要让他们成为安全的

遗忘角落。

“代步车”莫忘“一盔一带” ■胡爱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