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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富网红被封禁，“流量生意”走到头了
□耳东

5月21日晚，网红圈出现“小型地
震”：多名百万级网红全平台账号被封
号、禁言，包括王红权星、鲍鱼家姐、柏公
子。网友表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频
繁展示奢侈的生活方式。

随着这些网红一个个“查无此人”，
网上网下“大快人心”的欢呼声响成一
片。互联网苦“炫富拜金”久矣，这门“流
量生意”该“关门歇业”了。

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整
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动，其
中重点整治的问题，就包括“迎合低俗需
求制造炫富人设，刻意展示金钱堆砌的
奢侈生活，借此吸粉引流”。

除国家层面持续加大整治力度外，
网络平台也动作频频。今年5月15日，腾

讯、抖音、快手、微博、b站、小红书等平台
发布公告，针对“炫富拜金”“奢靡浪费”
等不良价值导向内容开展专项治理工
作。这次多名百万级网红应声倒下，一点
都不奇怪。

这些网红之所以让人反感，不是因
为他们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巨额财富和
优渥生活，而是因为他们通过展示“富人
生活”这种方式，刻意制造炫富人设并以
此吸粉引流。换言之，这是一门赤裸裸的

“流量生意”，炫富只是手段，引流带货才
是目的。为吸引流量，夸张、造假是常态，
不少网红都是照着剧本演戏。

王红权星自称在北京一个小区有7
套房，最大的一套991平方米，身上没有8
位数不出门；鲍鱼家姐自称坐拥三亩豪
宅，逛自家花园中途都得歇一歇；柏公子
喜欢展示奢侈品、豪车、名贵服饰，出席
活动都戴着600万元的项链……如果吹

牛要交税，他们估计早破产了。
都富贵到这种程度了，还处心积虑

地引流变现，岂不自相矛盾？依靠炫富走
红，走红后带货捞金，这就是炫富网红们
的公开秘密。更值得警惕的是，炫富已经
形成了组织化运营的灰色产业链，策划、
后期、导流等各环节分工明确，这也导致
网络炫富现象屡打不绝。

整治网络炫富拜金之风，网络平台
责无旁贷。但由于平台也是这门“流量
生意”的受益者，让平台加大力度治理
炫富行为无异于让其挥刀“自宫”。因
此，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平台的监管力
度，倒逼平台落实自身责任，从源头斩
断这条产业链。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监管部门和平
台应盯紧那些粉丝多、影响力大的头部
网红，严惩一个，警示一片。这次多名百
万级网红彻底“凉凉”，就是响亮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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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替过世妹妹见周杰伦遭拒”

票务平台为何教条死板

近日，王先生（化名）投诉称，妹妹买了6
月1日周杰伦长沙演唱会门票，然而她在本
月因意外去世。见周杰伦是妹妹一直以来的
愿望，他希望能替妹妹完成，于是向票务平
台大麦网申请换绑观演人。在按要求出示了
死亡证明、销户证明后，王先生仍被大麦拒
绝，要求妹妹本人前往。5月21日晚间，@大麦
官博发布情况通报致歉：大麦客服没有正确
理解哥哥的意思，过程中多有疏漏，按照项
目实名制规则要求，拒绝了用户更换观演人
的诉求，改为免费退票处理，整个过程教条、
死板。目前大麦平台已经协助用户办理了免
费退票，仍在努力协助沟通，希望能帮助哥
哥真正达成心愿。

这种毫无人性化的“规矩”，展露了非常
难看的吃相。一些票务平台缺乏人性化的退
票审核，更谈不上对更换观演人作出合理安
排。票务平台往往以一刀切或模糊的方式，来
面对消费者的抱怨。说到底，还是“票一出手
便甩手”的经营意识起了决定性作用。光靠票
务平台的自觉是靠不住的，也不能完全指望
平台偶尔表现出的“同理心”。面对退票难、因
故更换观演人难等问题，监管部门可以适时
介入，引导票务平台建立和完善票务规定，为
消费者的合理诉求撑腰。 据红星评论

要让用户摆脱李先生那样的窘境，监管部门当务之急有二：其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用
数据说话，约谈相关企业，针对相关问题，责令其实施整改，督促其加强自律。其二，完善《规定》
中的相关条款，对弹窗广告一键关闭给予更具体、更精确的界定，对相关时间段内弹窗广告的
总体数量与弹出频次进行必要的限定。

“蒙特卡洛算法”，最初被开发用于模拟
核反应堆中的中子传输问题，近期出现在某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一项获奖作品中，引
发不小争议。青少年科创作品，几乎达到硕
博水平，难免让人怀疑是成人代做。在某购
物平台上，代做网店可谓“无所不作”，服务一
应俱全，涵盖社会公益、智能生活、校园安全
等方面，更是一步到位，提供全套作品、操作
视频和研究报告。最重要的是，商家还宣称

“包获奖”。
竞赛拿奖对升学的影响可见一斑。2022

年9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公布
2022—2025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的通知》，通知所附内容中包含44项竞赛
活动，并规定名单中“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
果不得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依据和高考加
分项目”，此次引发争议的科创比赛就包括在
内。任何竞赛结果，都不该成为升学的敲门
砖。乐见有兴趣有志向的青少年积极参赛，但
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断不可取。对于“科创代
做”，需严格审核科创作品、严厉打击造假链
条、严加规范学校招生，真正堵死升学漏洞，
科创竞赛才能回归本真。 据正观黄河评论

别把青少年科创

当作成年人的“代劳”生意

□唐传艳

近日，上海市医保局会同人社、卫健
部门印发《关于将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
技术项目纳入医保、工伤保险支付范围
的通知》，宣布自今年6月1日起将“取卵
术”等12个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
入医保支付范围。

上海市将部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
入医保，大城市在这方面先行一步的格
局已经初步形成。此前，北京、山东、广西
等地陆续将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目前，出台这项政策的地方仍然很
少，在几个先行者当中，就包括北京和上
海这两大城市。由于大城市在推进相关
改革时往往更加快速果断，也拥有更大
的人力财力优势，因此可以预见，大城市
先行一步的趋势将变得越来越明显。

上海市的这项举措，对于外地参保
者将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根据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政策，患者可享受“参保地
政策，就医地目录”。换句话说，将来外地

参保人到上海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
可按上海医保目录中的12个医疗服务项
目进行报销，只是在具体报销比例方面
参照参保地政策。

更要看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是全国性政策，各地都得遵照执行，外地参
保者到北京等大城市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
疗，同样可以报销相关费用。再加上大城市
的辅助生殖技术能力更加强大，大量外地
参保者涌入已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大城
市看病，是很容易出现的一种现象。

其他地方若没有及时跟进，甚至对
大城市辅助生殖政策调整动向不加理会，
处境就会越来越尴尬。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不是就医地“白贴钱”，直接结算只是
暂时垫付，此后参保地还要通过转移支付
来为此买单。当大量参保者选择到大城市
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时，参保地的医保
基金同样要承受较大的支付压力。

大城市优先调整政策，不仅对患者
和医保基金可产生虹吸效应，对于技术
也是如此。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

科，患者多了，技术就上去了。不孕不育
患者大量外流，本地医院的辅助生殖科
室“吃不饱”，技术就会日益生疏。再加上
人才跟着患者和待遇走，一部分辅助生
殖技术人才也会被吸引到大城市，这样
一来，政策迟迟没有跟进的地方，其辅助
生殖技术就会越变越弱。技术具有群聚
效应，当技术弱化达到一定程度，再想

“翻身”可就会难了。
大城市在辅助生殖纳入医保方面先

行一步，其他地方就会越来越等不起。不
管本地的政策是否及时跟进，只要大城市
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的口子一打开，本地
医保基金就会以不同的方式为此买单。与
其将辅助生殖服务产生的医疗费用转给外
地，不如本地尽快将辅助生殖纳入医保。这
样一来，当地医保基金承受的压力未必增
加，却可以方便当地患者，也利于提升当地
的辅助生殖技术服务水平，对于扭转人口
出生率下滑趋势也很有帮助。

辅助生殖入医保，大城市先行，各地也应跟进

弹窗广告“关不完”，这样的“安全卫士”太扰民
近日，武汉市

民刘先生向记者反
映，电脑里的360安
全卫士软件弹窗不
断，弹出的广告“怎
么也关不完”。弹窗
广告里的关闭选项
五花八门，可无论
点击哪一个选项，

过一段时间，弹窗都照弹不误。
这样的“安全卫士”可真够扰民的！
正盯着电脑忙工作呢，花里胡哨的

弹窗广告没完没了地弹入视野，不仅注意
力会被分散，甚至连一些正常操作都因弹
窗的干扰而无法完成。无奈之下，刘先生以
及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用户，只得时不时
地停下手头的工作，跟着弹窗的“节奏”，一
条又一条地去关闭弹出来的广告。

用户虽不堪其扰，但好像也不能把
“安全卫士”怎么样。

作为一款免费推广的安全辅助软
件，“安全卫士”在为用户提供木马查杀、

系统优化等安全服务的同时，以向用户
提供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的方式寻求经济
利益，并无不可。放眼望去，这样的互联
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供者多了去了。

就算用户求助于《互联网弹窗信息
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下简称《规定》），像
刘先生那样，试图借助其中关于弹窗广
告一键关闭的条款主张自己的权利，恐
怕也很难如愿以偿。

根据《规定》第五条，弹窗推送广告
信息的，应当具有可识别性，显著标明

“广告”和关闭标志，确保弹窗广告一键
关闭。这一规定虽明确要求弹窗广告可
一键关闭，但因没作更具体更精确的界
定，让某些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提
供者有了可“操作”的空间。

如果弹窗广告一键关闭是指按一下
关闭键，任何弹窗广告都不再弹出了，那
用户可就省心了。如果弹窗广告一键关
闭是指按一下关闭键，只能关掉当下弹
出的一条广告，那用户可就麻烦了———
弹窗广告一条接着一条，怎么都关不完。

只要弹窗信息推送者在每条弹窗广告上
都设置了关闭键，让每条弹窗广告都可
一键关闭，那就不能算是违规，就可以源
源不断地向用户推送弹窗广告了。如果
再把关闭选项弄得杂乱一些，让用户头
晕眼花难以应付，那推送起弹窗广告来
就更得心应手了。

原因种种，许多用户一时半会儿难
以“用脚投票”，卸载“安全卫士”。而想按
一下关闭键就关掉“安全卫士”全部弹窗
广告，也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要
让用户摆脱李先生那样的窘境，监管部
门当务之急有二：

其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用数据
说话，约谈相关企业，针对相关问题，责
令其实施整改，督促其加强自律。

其二，完善《规定》中的相关条款，对
弹窗广告一键关闭给予更具体更精确的
界定，对相关时间段内弹窗广告的总体
数量与弹出频次进行必要的限定。

总之，仅靠相关企业“自觉”是不行
的。

葛来论

投稿邮箱：qilupinglun@sina.com

□评论员 王学钧

300人的写手群里，不时弹出中介的论
文订单。一篇要求写1.2万字，题目定为《××
×消费税改革研究》的本科毕业论文，中介
开价450元，在群里被写手“秒抢”……据媒体
报道，在多个电商、社交平台上，都有论文代
写的身影。中介发帖宣传、拉客谈价，写手接
单，俨然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而中
介宣称的“老师代写”，不过是深谙降重之道
的论文剽窃者，或使用AI写作的外行人。

但是，当AI代写大肆涌入高校，当是否
“代写”仿佛已变成判断学生论文的重要标
准，有必要正视另一个问题：对于大学生学业
能力的考察，是否也有必要告别对论文这一
单一标准的过度依赖？事实上，很早以前，就
有不少声音，建议取消本科生论文，代之以更
多元化的考核机制。而最近甚至有声音认为，
本科毕业论文已成了一些师生共同的痛苦。
应该看到，绝大部分本科生在校期间其实并
没有受到专门的学术训练，在毕业时统一考
察论文写作，原本就与本科教育体系及其培
养目标存在一定的脱节。这种客观状况，天然
就增加了毕业论文作弊的可能性。甚至可以
说，它已成为一个突出的大学生道德诚信风
险的诱发点，特别是在AI代写出现后，这种风
险更有可能被放大。 据光明论

严查AI代写论文

先破考察“唯论文”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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