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播间“福利” 王铎/ 漫画

“帮公共选修课考试，

包满绩（绩点，多所高校对

学生评价的方式），时间地

点价格私聊”“帮忙找题

目，有意者私聊”……近

日，来自重庆某高校的大学

生刘芳（化名）向记者反映，一些群聊中有“助考

中介”的身影出现。（1月2日《法治日报》）

所谓“助考服务”，就是由“助考中介”分别

对接“枪手”和考生，“枪手”通过各种手段帮助

考生作弊，保证考生可以获得高分。记者调查

发现，“助考中介”不仅出现在大学期末考试

中，甚至还出现在英语四六级考试、企业招聘

考试中。“助考中介”使用行业黑话，号称在考

前、考中都可以进行服务，成为“隐秘的角落”。

有“助考中介”称，初高中物理化学考试、

大学期末考试都能做，费用在 100 元至 1000

元不等，具体会根据学校和科目划分不同价

格。这些“助考中介”大多宣称自己是在校学

生，比如有中介自我介绍称，“本人是 985 高

校的研究生，大学学习成绩非常好，可以帮你

‘控分包过’。”这些“助考中介”的业务范围非

常广，还延伸到了企业招聘考试。

显然，“助考中介”的“包过”，说白了是作

弊，分别对接“枪手”和考生，说到底是一条

“黑色产业链”，明显涉嫌违法。“如果助考者

本人也是高校生，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以及学校规章制

度，学校可以对该学生给予开除学籍的处

分。”“若助考行为涉及‘法律规定的国家考

试’，则该行为会构成‘代替考试罪’，依法需

要承担刑事责任。”

无论是学校考试还是企业招聘考试中作

弊，都扰乱了正常的考试、招聘秩序，破坏了

公平竞争的环境。如今法治社会，岂容得下

如此公然的作弊作假。如果交钱后可以“包

过”，年轻人还用得着去提升自己的知识文化

水平吗？企事业单位招进的“人才”又有多少

“含金量”？招聘本是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坚实

的人才和人力支撑，而靠作弊被录用的，恐怕

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企事业单位

的“新人”又还有什么希望？

这样的“包过”，居然有那么多的“枪手”

和考生趋之若鹜，真让人痛心。必须斩断这

条“黑色产业链”。 钱夙伟

“丑萌”消费为个性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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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原价 1988 元的“五粮液”，直播间只卖

298 元；798 元两瓶的贵州酱工秘酱，专属福

利价 299 元，还送一套十二生肖酒具……近

日，记者发现，一些主播将所有商品原价和直

播专属价对比越来越夸张，而在主播的极力

渲染和比价刺激下，不少观众会激情下单，很

多商品也有一个不错的销量。（1月2日《法

治日报》）

直播带货方兴未艾，带货主播们不但一

口一个“家人们”，还反复强调他们给大家争

取到了直播间专属福利，也就是能够以大幅

度低于商品原价的价格，把商品卖给“家人

们”。很多网友发现，如果按照带货主播的说

法，他们卖给消费者的价格，可能低到商品原

价的一折都不到。面对如此优惠，很多消费

者纷纷下单购买，以为自己捡到了大便宜。

然而等收到商品以后，很多消费者会发

现，原来自己作为带货主播的“家人”，也会被

套路。首先是一些商品货不对板，涉嫌假冒

伪劣；其次是价格根本不如主播宣传的那么

便宜，即便不在主播的直播间购买，自己也能

够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同样的商品，说白了

就是自己被主播给忽悠了。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很多带货主播的所

谓福利，不过是打着送福利的名义，在肆意收

割消费者的韭菜。一些主播为了证明自己所

售卖商品的便宜，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比价，而

这样的比价，往往以产品在其他渠道销售的

页面截图为凭据，但这种截图的真实性却有

待核实。主播们赌的就是绝大多数消费者并

不会自己去进行比价，这就导致直播中的各

种福利商品，在其他平台或线下都可以按照

近似价格购买。

忽悠的手段很高明，但这样的操作，实际

上已经构成了价格欺诈，已经有公司为此受

到了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

对于带货直播间“假福利真套路”的现

象，唯有加强监管才行。市场监管部门应加

大整治市场乱标价的监管力度，对于不法商

家的违法行为应及时处罚。同时平台对治理

平台生态负有法律义务，应当对商家的各种

价格欺诈行为加以管控，及时查处、惩戒，比

如扣除信用分、禁止在该平台销售商品，充分

保护消费者权益。 苑广阔

强化监管才能遏制直播间的“假福利真套路”

钢丝球花束、绿头鱼头套、“卖

崽”的青蛙……这些与常规审美不太

一样的“丑东西”，正受到年轻人的

追捧。（1月1日《中国青年报》）

最近几年，层出不穷的“丑设计”

“丑东西”在互联网的快速传播下，

引得不少青年人“围观”“种草”。前

有甘肃省博物馆“龇牙咧嘴”的“铜

奔马”，靠着“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

样子，上架一年多销量破10万；现有

吐着舌头的青蛙勺子，凭借让人“难

以下咽”的造型，一举夺得“第四届

淘宝丑东西大赛”的“头丑”，甚至

“丑爆”店铺内其他产品。伴随网友

的大量下单，店家不得不加班加点

“挖土捏勺”。

这 些“ 丑 东 西 ”何 以 成 为 爆

款？年轻人“不怕丑”的审美态度，

或是一个重要原因。先看网络大

环 境 。 当 前 ，在 社 交 媒 体 上 展 现

“尴尬”已成为一种乐趣，“遇到事

情不要慌，先来发个朋友圈”成为

不少人的发帖“口头禅”。当更多

人加入到以“囧”、以“丑”取乐的队

伍中来，这些“丑东西”就成了部分

年轻人追逐潮流、化作“显眼包”的

社交货币。

再看微观主体。如今，越来越多

年轻人热衷个性化的表达，与其美

得普通，不如“丑”得特别。在这些

形状各异、造型百态的“丑东西”中，

不少年轻人能够“丑中找萌”，通过

搞笑解读，愉悦自己。比如，有人将

“青蛙勺”定义为“减肥神勺”，以此

控制食量，还有网友戏称“要用这些

丑 东 西 给 未 来 的 考 古 界 一 点 震

撼”。也有人认为，这些形状各异、

造型百态的“丑东西”，是设计者“有

趣的灵魂”的投射，不少人愿意给这

份“放飞自我”买单。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乐见更多商

家加入“丑萌”消费的“许愿池”，为

更多网友的个性化需求“上新”。

刘硕《广州日报》

学会感恩，工作就顺了
时运盛衰难测，唯感恩可立一世。有句话说得好：贵

人，是靠自己吸引来的。没有人愿意帮助一个不知回报的

人。懂得感恩，才是工作中的最佳心态。一个能饮水思源，

时刻想着回馈他人的人，自然能得到他人的赏识和青睐。工

作中，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矛盾和冲突。一味埋怨怪罪，只

会让结果越来越糟。能心怀感激，去发现他人的优秀面，才

能化劣势为优势，化负能为动能，在职场中如鱼得水。

心怀感恩，工作中的所有难题困惑，都会化作你自我

进阶的养分。每天抽出一点时间，为自己目前所拥有的

一切而感恩。 @人民日报

建立这三个视角，助你从容过好2024
你想以什么样的心态过好全新的2024年？不妨建立

往高处看、往深处看、往平处看三个视角。1.困难时，往高

处看。如果困难找上门来，千万不要被它吓倒。立得高一

点，看得远一点，你会发现困难不过是一团浮云，终究遮不

了前方朗朗的日月。2.求索时，往深处看。工作和学习，均

需有钉子的精神，专注一个位置，往深处去钻。浅显表象从

来易得，丰富内涵必须深究。3.争执时，往平处看。胸怀昭

示未来，格局主导结局。大格局的人自带一个“过滤器”，将

诸多纷扰、恩怨、争执净化，留下从容与丰盈。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