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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辛扬

前几天观看了学校的一个较
为火热的新媒体运营比赛，初赛
是由每个参赛者自选主题自行编
辑一则或一组微信图文，通过指
定微信公众平台将参赛作品预览
给专业评委进行评选。经过主办
方的认真评选，150多名选手好不
容易从参加初赛的800多人中杀
出重围，但随之而来的复赛规则
却让大多数人傻了眼。复赛微信
图文作品所占50%的得分，是由
该则微信的阅读量、点赞量和转
发量决定的。于是，复赛过程就成
了参赛选手纷纷在各种社交平台
拉票刷票的过程，使得一场听起
来“高大上”的新媒体运营比赛变
了味道。

不可否认，与传统方式相比，
利用移动互联网进行评选，可以
极大地提升公众参与度，特别是
在手机与微信被广泛使用的大学
生群体中；而且根据图文阅读量
等进行评比，可以在检验民意的
同时，极大地提升主办方公众平
台的关注量。但如果不能克服技
术上的缺陷，任凭参赛选手用刷
票、拉票等方式狂奔，技术和智慧
的比拼就很有可能变成人脉和运
作能力的较量。这种违背初衷的
评选，看似提升了“校园民主参
与”的含量，实际却对参赛选手都
不公平。况且选手大规模的拉票
刷屏，也使朋友圈众多好友不堪
其扰。

无论是何种性质的比赛，其
第一要义是公平公正。无论采取
什么手段、何种方式进行比赛，都
必须优先考虑公平。只有以规范
的比赛制度设计，挤掉刷票拉票
的水分，才能打捞出作品真正的
水平，以此作为评选和比赛的参
考。（作者为山东大学学生）

葛大学生评论比赛

当心微信刷票

把优秀者刷下去

葛有么说么

□庄秋燕

买的时候说是实木家具，
后来发现是实木颗粒，店家却
辩称“实木颗粒板也是实木”。近
日，市民蓝先生为孩子购买了一
套儿童家具，本想为孩子买套实
木的，最后却买来一套“实木贴
皮”的。工商人员提醒，要注重与
商家签订合同，任何语言上的
东西都要落实到文字上。

商家明明理亏，却振振有
词地诡辩，实在是令人气愤。当
记者到该店家采访调查，就蓝
先生遇到的问题向其询问时，
店家却一直坚称“没有百分之
百全实木”。店主竟然对记者
说：“我们在合同上又没写，就
是介绍，介绍的话还不怎么说
怎么是，这个东西还不都是随

口说嘛。”店主拿着“不是”当理
说的蛮横态度实在叫人匪夷所
思，为什么店主会有这么大的
胆儿信口开河？她就不怕蓝先
生举报，相关部门查处吗？

其实，不难看出，店主的底
气来自于“蓝先生与其签订的
合同没有明确说明”，模糊的合
同于消费者不利，给消费者维
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店主欺
负消费者手里没有实质性的证
据，所以才敢如此嚣张放肆。那
么，消费者在无良商家面前就
只能处于弱势，自认倒霉吗？

虽然工商部门一个劲地提
醒消费者在购买大宗商品时，
一定要把商家的任何说法都落
实到文字上，但执法部门的监
管一刻也不能放松，更不能将
自身职责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冯勇

笔者发现，现在许多老
人，很是热衷于购买保健品。
有骗子看到了“商机”，以保健
品为诱饵向老年人行欺诈之
实，不少老人中招。

以保健品为诱饵向老年
人行欺诈之实，骗子看准了一
些老年人因为身体日渐衰老，
面对“死亡”极易产生恐惧心
理，追求健康和长寿。另外一
个就是，利用人们“贪图小便
宜”的惯常心理，对老年人施
以小恩小惠等“糖衣炮弹”。摸
准了老年人的心理，把准了老
年人的脉搏，以极度浮夸保健
品功效的宣传，甚至使用具有
极强欺骗性的演示、口若悬河
夸夸其谈热情似火亲如一家

的贴心关爱，大张旗鼓让利、
赠送，让那些善良的老年人脑
子里被忽悠得七荤八素，对骗
子的话深信不疑。即使有人好
心提醒也一时转不过弯来，甚
至和规劝他的人发生冲突。

其实作为儿女，对老年人
购买“保健品”是支持还是反
对，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
果父母购买的是正规商家的保
健品，质量有足够的保障，能够
对父母身体的保健起到一定的
作用，这样的保健品老人不妨
一试，儿女没必要横挡竖拦。

而对于那些打着保健品
的旗号行欺骗之实的行为，一
旦发现，要注意核实，及时与
朋友以及家人沟通。如果发现
已经上当受骗，在保留证据的
前提下第一时间报警。

保卫舌尖安全，大超市岂能“失守”
□静嘉

今年至今，济南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公布了10期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市民
在为食品监督抽检点赞的同
时，也很无奈，甚至有些疲惫麻
木了。每次抽检结果中都有大
型连锁超市、知名餐饮店或知
名食品厂家，而且省城大型连
锁超市绝大部分都已中枪。“没
的选，还得吃”成了市民头疼的
问题。(详见12月9日《齐鲁晚报》
A07版“大润发多次被曝光依然
很红火”)

银座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章

丘分公司的韭菜氧乐果超标56

倍，大润发超市查出“致癌黑
鱼”，华联、沃尔玛、华润万家等
均检验出不合格食品，而金德
利快餐、九月天餐饮等也中枪。
仔细留意就会发现，很多大超
市、知名餐饮已经成为被曝光
的重灾区，平日里消费者信得
过的“大店”，到头来问题多多，
怎一个尴尬了得？“选择哪家都
一样，总不能不吃鱼不吃肉不
吃菜吧”，市民从惊讶到无奈，

“抽检结果看完了，该买还得
买”，既是鲜活的民声，也是对
监管部门的控诉。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当食品抽检趋于常态化，当曝
光力度越来越有“含金量”，若
大超市产生“店大不怕差评”的
心理，觉得再曝光也不会“冷
场”，总会有市民光顾，这种消
极态度是对史上最严食品安全
法的漠视，也是企业信誉的滑
坡，这些直接关乎着诚信社会
的和谐与法治社会的建设，所
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堪设想。

部门抽检是一种督促，媒体
曝光是一种监督，但这些不是终
点，绝不能没了下文。确切地说，
从法律条文到“舌尖上的安全”，
相关部门还有诸多工作要完善，
以细化的制度抓住“关键少数”，

即守住大超市的违法后门。一方
面，应积极直面检测难的问题，
率先在大型超市推行农产品快
速检查机制，应尽快推进与落
实，为今后的覆盖奠定基础，倒
逼生产源头自律，将不合格的食
品拒之门外。另一方面，抽检与
曝光都只是一种手段，不乏有些
大型商超存在侥幸心理。相关部
门应在此基础之上，提高罚款数
额，对抽检多次不合格的予以停
业整顿，情节严重还可行政拘留
责任人，使商家拥有敬畏心与危
机感，从而树立安全意识，重塑
诚信招牌，从而不敢、不想、不能
怠慢。

得让“随口说”的商家付出代价 父母们为啥热衷“保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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