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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将实施新规，“皮球”踢不动了

　　5 月 25 日起将实
施由国家网信办、公安
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
法（试行）》（以下简
称《办法》），将网络
直播营销“台前幕后”
各类主体、“线上线下”
各项要素纳入监管范
围。
　　《办法》指出，直
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
人员应当依法依规履行
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和
义务，不得故意拖延或
者无正当理由拒绝消费
者提出的合法合理要
求。消费者提出的合法
要求能得到及时处理，
这一点会让更多消费者
在消费过程中安心。

　　直播带货可以帮消
费者提升消费体验，但
是，也有不少直播带货
频频翻车，因为虚假宣
传，兜售“三无”产品，
售卖质量低劣产品，让
不少消费者吃了亏。在
维权路上，消费者更是
吃了很多闭门羹，很多
消费者在直播间购买低
劣产品向售后时，主播、
直播平台和商家开始
“踢皮球”了。
　　但其实，三方都有
责任，都应为直播带货
行为负责，各自承担相
应责任。
　　直播平台既然给主
播们提供直播平台，就
应当对平台上的主播们
负责，明确直播行为规

范，勿让违法行为在平
台眼皮子底下肆意而为
之。《办法》第十条提到，
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建立
健全风险识别模型，
对涉嫌违法违规的高风
险营销行为采取弹窗提
示、违规警示、限制流
量、暂停直播等措施。
加大力度对直播的加强
监管，是对平台的规范，
也是对消费者的权益保
护，能让老百姓在消费
过程中多一分信赖与安
心。
　　商家作为产品的提
供者，应依法保障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依法提
供售后服务。消费者具
有公平交易权，消费者
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

务时所享有的获得质量
保障和价格合理、计
量正确等公平交易的权
利。如果质量环节出了
问题，那不就是找商家
了吗？
　　主播作为商家与消
费者之间的桥梁，搭起
的应为一座互利共赢的
桥梁，桥梁的两头接不
稳，这座桥梁必然坍塌。
《办法》第二十四条提
到，直播间运营者、直
播营销人员与直播营销
人员服务机构合作开展
商业合作的，应当与直
播营销人员服务机构签
订书面协议，明确信息
安全管理、商品质量审
核、消费者权益保护等
义务并督促履行。

　　《办法》注重提到
了信息安全管理、商品
质量的审核、消费者权
益保护，让直播商品有
关方都有意识对这三方
面进行了安全核查，协
议在手，权责也更加明
确，如若产品质量等方
面出了问题，为消费者
权益的维护的处理也更
加便捷、明确。
　　《办法》使三方的
责任得到明确，踢不了
皮球后，结果的处理只
会越来越及时，消费者
维权之路只会越来越便
捷，消费者的心才不会

“悬”着，这场“及时雨”
下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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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踢坏影院银幕，也踢出了家庭教育的失败

　　5 月 1 日，广东东莞。
某影院银幕被一名儿童
拍打、脚踢，导致损坏。
5 月 3 日，民警联系上
涉事儿童的监护人，警
方正积极引导影院和儿
童监护人双方通过法律
程序妥善解决问题。（5
月 4 日 澎湃新闻）
　　熊孩子踢坏影院银
幕，也踢出了家庭教育
课的失败。面对熊孩子
踢坏影院屏幕，家长并
未出面制止。有网友质
疑：“在家踢电视，大
人管不管？”更有网友
直言：“孩子不懂事，
大人懂事，掏钱！”这
说明，熊孩子的背后往
往都站着熊家长，熊孩
子犯错，熊家长难辞其

咎，一句“他（她）还
是个孩子”无法搪塞过
去。
　　其实，犯错是孩子
的天性，在孩子成长过
程中，需要通过“试
错”来寻找到社交处事
的原则和底线，儿童心
理学家鲁道夫·德雷克
斯在《孩子·挑战》一
书中强调：“不需要成
人介入而自然发生的事
情，就是自然结果”。
而如何引导孩子面对这
个“自然后果”就取决
于家长自己的修养以及
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
了。
　　当然，素质高的家
长会巧妙地把熊孩子犯
错转化成一个教育契

机，以促进孩子成长。
2018 年 6 月 23 日，陕
西西咸新区世纪大道奥
林匹克花园小区一男孩
进电梯后在电梯里小
便，孩子的母亲知道后
在业主群里发文道歉，
让孩子写出检查，并罚
打扫电梯一个月作为作
为道歉补偿；2021 年 1
月 23 日，湖北武汉一个
地铁站进站口，孙子在
地铁站意外“逃票”，
爷爷当场将其赶出去，
责令其回去重新刷票进
站；2021 年 1 月 30 日，
山西晋中胡女士担心 4
岁儿子常在家吵闹打扰
邻居，就陪儿子带零食
上门给邻居道歉。胡女
士说邻居从未投诉过，

但自己要有个态度，想
让儿子学会感恩别人的
包容。
　　要想孩子不成为熊
孩子，家长首先不能做
熊家长。因为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
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
家教是给孩子的第一份
礼物。家庭教育和学校
教育最大的区别，就在
于家庭教育没有现成的
教材，也没有专门的课
堂，它的教育力量就在
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古
语云：“以身教者从，
以言教者讼”，循循善
诱，谆谆教诲，这是言
传，用自己的良好行为
影响孩子，这是身教。
父母说的每一句话，做

的每一件事，都在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
长。父母像模板，孩子
似泥巴，家长是什么样，
塑造出的孩子往往就是
什么样。
　　家庭教育会直接影
响到孩子的三观和素
质，以及待人处事的方
式。父母给予的家庭教
育会陪伴孩子一生，更
会决定孩子的未来。熊
孩子踢坏影院银幕，家
长赔偿影院损失自不待
言，改正自己不当的教
育方式也是题中应有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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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奶投票”浪费食物，应依法严惩

　　4 月 29 日，《反食
品浪费法》正式实施，
就在当天，一段粉丝雇
佣工人，为打榜投票所
购买的新鲜牛奶被工人
拧下瓶盖后，直接成箱
地倒入水沟的视频在网
上流传。这件事儿指向
一偶像选秀节目——
《青春有你》第三季。
5 月 4 日，《青春有你》
第三季后续节目录制被
紧急叫停，5 月 5 日凌
晨，爱奇艺青春有你 3
官方微博发文回应称，
诚恳接受，坚决服从。（5
月 5 日 每日经济新闻）
　　“新鲜牛奶倒入水
沟”原本是教科书里的
情节，如今却在现实中
上演。为了给偶像打榜，
粉丝不惜花大价钱“倒

奶投票”，将新鲜牛奶
白白倒入水沟里，如此
做法有悖公序良俗，不
仅属于非理性消费，助
长攀比之风和金钱打榜
不良行为，也造成巨大
的食物浪费现象，令人
为之痛心。显然，该节
目的投票流程设计存在
问题，对粉丝产生了不
良引导，以及非常恶劣
的社会影响，紧急叫停
之后，还要进一步整改
和追责。
　　此前，《青春有
你》第三季引入打榜投
票环节，粉丝需购买赞
助商奶制品，扫描瓶盖
内的二维码才能为偶像
助力，这就导致要想偶
像上榜，就要花钱购买
大量鲜奶、扫码，沦为

彻底的“金钱游戏”。
这种做法，使得投票与
牛奶挂钩，形成了独特
的“奶票”模式，不仅
诱导粉丝倾囊相助，还
滋生出“黄牛”囤积牛
奶、倒卖“奶票”的怪
现象，网络亦对此进行
了曝光，引发社会大众
的批评。
　　粉丝买了这么多牛
奶，纯粹是为了投票，
全部打开后，喝又喝不
完，又无法保存，那就
只能倒掉了事，这么做
就是典型的浪费行为。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已经入法，4 月 29 日通
过的《反食品浪费法》
明确提出，应当“树立
文明、健康、理性、绿
色的消费理念”“形成

科学健康、物尽其用、
防止浪费的良好习惯”。
可见，“倒奶投票”之
举不可纵容，已经涉嫌
违反《反食品浪费法》
的相关规定，应对节目
主办方的行为，依法予
以惩处。
　　“倒奶投票”暴露
出该选秀节目策划存在
导向问题，过度追逐经
济利益，用“奶票”诱
导粉丝无度花钱，而漠
视社会效益，以致闹出

“幺蛾子”。2020 年 2 月，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
协会在广电总局网络司
的指导下，发布了《网
络综艺节目内容审核标
准细则》，当中提出：“节
目中不得出现设置‘花
钱买投票’环节，刻意

引导、鼓励网民采取购
物、充会员等物质化手
段为选手投票、助力”。
　　娱乐节目的观众以
青少年群体为主，节目
的社会导向和价值观，
对青少年的成长影响很
大，不能掉以轻心。因
此，监管部门应以此为
鉴，对网络选秀类节目
实施严格规范管理，严
肃节目流程设置，禁止
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
内容，倡导树立积极健
康的社会价值观，以免
带坏未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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