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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经常遇到这种现象，无论是在繁华热闹

的大都市，还是生意冷淡的小街道，时常会有商家

打出“清仓大甩卖”的宣传标语：“降、降、降，降到

最低价；减、减、减，减到最低点。”随着市场的激烈

竞争和商品的不断更新换代，削价处理一些长期

积压的过时商品，这在商界也是很平常的事，无可

厚非。但是，有些经销商却热衷于此道，玩耍花

样，给“商品亏本大甩卖”蒙上几分神秘的面纱。

在某县城乡结合部，写满了数十样削价亏本

大甩卖的商品的广告，商家们为了吸引顾客，将原

价标上后用红线划掉，原价仍清晰可见，现价字体

突出，十分耀眼。在诱人的降价差额吸引下，不少

消费者纷纷赶来光顾，生意十分火爆，经销商暗暗

自喜：“此招真灵，又赚了一笔。”

为啥会出现“商品亏本大甩卖”？刨根问底，

其理由不外乎四种：一是清仓查库处理“大甩卖”；

二是换季亏本“大甩卖”；三是搬迁让利“大甩卖”；

四是改行择业“大甩卖”。甩出的商品五花八门，.

这些甩出的东西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价格没个深

浅，今天亏本卖的这个价，隔几天后，“放血卖”的

又是更低价，降价幅度信口开河。如一包五件套

的床上用品：原价1250元，现价650元，一下降了

600元，降幅52%。如此大幅度降价，令外行人不

禁为店家捏了一把冷汗，这不亏死吗？其实，你用

不着担心，那标的如此高的价格，是他们随心所欲

写上去的，是专门用来愚弄人的。上面提到的五

件套，笔者亲友女儿结婚，其母为她买了一套。其

母回家后发现，邻居买的一样的品牌，一样的花

色，一样的规格，一样的质量，他们只要400元，就

是这400元，我想老板还是有利润可图的。可见，

削价的那家，赚的比这家还要多。名义上削价，暗

地里却涨了价。

还有的甩出商品，生产厂家、产地、品牌像个

谜，标签上写的上海、天津、广州，既无详细地址，

又无出厂日期，更无电话号码，属于典型的“三无”

产品。有的干脆用英文字母代替，让你捉摸不透

是国货还是洋货？是名牌还是冒牌？原来价格是

多少，消费者不知道，全凭经销商写上。到头来，

店家“宰了你一刀，放了你的血”，你还不觉得疼，

甚至感到占了便宜，买到了价廉物美的好货。

这样的例子笔者就亲身经历过，回想起来，真

叫人哭笑不得。一次，笔者路过一临时商铺，见一

小姐手拿广播，招揽顾客：“走过路过，莫要错过，

原价185元的正宗皮鞋，现在只要45元。”笔者不

禁心中一动，走进店去，促销小姐反复解释：“这是

上海产的真皮鞋，款式新颖，非常适合你们这样的

中老年人。”笔者问她：“这么好的皮鞋，怎么卖这

么低的价格？”她回答：“断码，品种不全，每个尺码

仅几双。”如此说来，降价的原因完全是尺码不全，

品种不多而已。笔者经不住小姐的甜言蜜语，一

狠心，再砍价，以40元成交，买了一双“称心如意”

的皮鞋。谁知，没穿2个月，皮起壳脱落，修理师

傅看后说：“这哪里是真皮，是一种合成革。”笔者

方知上当。

记得有次外出旅游，导游小姐提醒我们，不知

大家留意观察没有，某商家红纸上去年写的“最后

三天”，一年过去了，纸也晒变白了，最近又在旁边

贴出了“最后三天”。谁知三天如此之长，没有个

尽头。所谓的“清仓大甩卖”，也是清不完的仓，甩

不完的商品。如果店家打算关门歇业，另找其它

门路，想将商品尽快出手，打折甚至亏本处理，必

须名正言顺地去做。但不要误导消费者，让消费

者中圈套。如果忽悠性促销，既是对消费者的欺

骗，也对诚实守信的商家有失公平。

因此，广大消费者一定要睁大眼睛，弄清“大

甩卖”甩的啥。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守土尽责，主动

出击，避免消费者掉入销售陷阱之中。

“大甩卖”究竟甩的啥？ ■龚道沿

据7月下旬的《半月谈》报道，随着互联网对现

实社会的介入和冲击，类黑社会型暴力顺势渗透倒

灌网络，并呈现出爆发态势。作为不正当竞争的手

段，升级版新型网暴日益呈现出组织化、群体化、利

益化、产业化、规模化等苗头，不仅“网暴”时间大幅

拉长，而且已很难“网络事网络毕”。

网络暴力早已有之，早已成为网络治理的堵

点与难点，有一些网民苦“网暴”久矣。而新型网

络暴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网暴”的升级版、

进化版。以前的“网暴”，更多限于语言暴力，而新

型“网暴”则发展为文、图、视频等全方位攻击，像

弹幕刷屏、视觉冲击、恶意剪辑、词条侮辱、私信轰

炸……无所不用其极，让受害者疲于应对，社会危

害极大。

升级版新型“网暴”还呈现出有组织、有策划等

趋势，形成了产业链，“网暴”成了不公平竞争的新

手段。比如饭圈内斗、网红互殴、大企业恶性竞争、

网站之间互黑下架等等，幕后黑手利用网络暴力，

实现打击“异己”、获取商业利益等目的。网络暴力

越来越职业化，少数人利用网络暴力混淆舆情，误

导民意。

网络暴力披着网络舆情的外衣，干着“吃人血

馒头”的勾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迷惑性，有着极

强的破坏力，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因此，对

于网络暴力的治理迫在眉睫，必须阻遏网络暴力日

益猖獗的势头。

对于“网暴”治理要精准施策。首先要看到，网

络平台、自媒体为了流量，往往是网络暴力的背后

推手，所以，要治理网络暴力，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

网络平台的监管力度，督促网络平台履行好管理责

任，不要为了商业利益罔顾商业伦理与公共利益。

另外，还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暴力给出明

确的惩治依据。网民面对“网暴”时，不要选择沉

默，要奋起维权。同时，相关部门要畅通维权渠道，

降低公众维权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遏制网络暴力，也不能误伤了

正常的网络舆论，不能误伤了网络舆论场。对于网

络言论，要区分善意与恶意，分清网络暴力与网络

负面评价，不要遏制充满活力的网络舆论场。只有

这样，才能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生态，营造风

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推动网络信息内容治理走向

“善治”。

别让网络暴力成“毒瘤”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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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备受关注的“杭州来女士失踪案”引发全民持

续关注，热度不减。在杭州警方的倾力追踪下，案件终于

水落石出。据来女士丈夫许某初步交代，其因家庭生活

矛盾对妻子产生不满，于凌晨在家中趁妻子熟睡之际，将

对方杀害，分尸并抛弃至化粪池内。目前，许某已被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这是一桩残忍的令人不寒而栗的人间惨案。面对如

此恶劣的惨剧，正常的人是笑不出来的。然而，竟有部分

人在网上恶意消遣此案，随意“狂欢”，将与案情有关的细

节作为互相调侃、互开玩笑的谈资，并博得眼球、吸引流

量，诸如“化粪池警告”“杭州同款绞肉机”“不听话两吨水

解决一切问题”等自以为搞笑的“段子”在互联网不断流

传。这些肆无忌惮的“玩笑”暴露着怎样的一种扭曲心

态？

其实，此前变身侦探猜测凶手身份的“吃瓜群众”有

之，闻风而动来到事发小区拍摄探秘视频的“网络主播”

有之，也有不少网络平台出现“睡觉时离奇失踪”“五十多

岁女士疑似凌晨五点与情郎私奔”等描述，并被迅速传

播。这些标题和字眼很容易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引人产

生联想，也正好迎合了人们的猎奇心理、娱乐心态。而这

一切在给这条新闻的指数传播装配了加速引擎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案件的焦点。但破案需要的是确

凿证据，而不是网络上的“猜测盛宴”。

全民关注案件的进展本来无可厚非。譬如了解情况

的人积极作证，其他人不干扰警方办案，在警方有需要时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媒体及时发布寻人启事，传递准确

信息，这才是全民出力寻找失踪者下落，有利于帮助警方

破案。但是，不能把这样“全民关注”的严重刑事案件“娱

乐化”。将心比心，换作是自己的亲朋失踪，在寻人的紧

张忧虑中看到网上众说纷纭，作何感想？主播登门造访，

无疑打扰了小区住户，尤其是失踪者家属的生活。更重

要的是，“全民关注”并不是“全民破案”，更不能异化成

“全民跟风”。否则，这种“全民关注”可能会让对案件侦

破有用的信息，淹没在愈演愈烈的流言中，“物理痕迹”往

往会被蜂拥而至的人群破坏。这根本不是帮助警方破

案，而是给破案添乱。

或许有人会说，这些内容并无恶意，不必上纲上线，

大可宽容一些。可是，当我们“宽容”了道德底线，谁又来

宽容无辜的生命、鲜活的人生？这是对法律的冷漠，缺乏

基本的道义与善良。须知，网络环境非法外之地，网络清

朗是每个人的责任，无知切莫“搞笑”，冷漠更不值得“跟

风”。

莫让“全民关注”
异化成“全民跟风”

■李细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