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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
行为，价值观上也没有尽到媒体
责任，今日头条及其旗下产品遭
遇了监管重拳，同时也受到了舆
论谴责。对于一家企业来说，这
些“坎坷”确实带来经济损失，但
也未必不是好事。就像青少年遇
到“成长的烦恼”，成长中的企业
难免为“走弯路”付出代价。如果
能够正视“坎坷”重回正轨，在守
住底线的同时找回创业初心，那
么，以崭新的形象“再上头条”也

是可以期待的。
做这样的预判并不是无视

今日头条的诸多问题，而是在正
视问题的同时，看到它的正面价
值。一家创业企业能成长为独角
兽，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今日
头条能有今天的规模，恰恰是看
准了信息过载的时代问题，抓准
了用户为筛选有用信息而烦恼
的痛点。甚至可以说，在内容生
产和信息分发领域，今日头条树
立了新标杆，设定了新的游戏规
则。网媒的后起者以及转型中的
传统媒体，都不得不在“个性化
推介”上动足脑筋，“媒体设置议
题——— 读者被动接受”的模式从
此一去不复返。

不仅如此，类似于网约车对

传统出租车的冲击，也像电商平
台带给综合性商超的震动，今日
头条等平台的出现，深刻影响了
传媒行业，也激发了传统媒体改
革的动力。相比门户网站时代，
这一波传媒行业的变革更为深
刻，既得益于“算法革命”带来的
激烈竞争，更得益于今日头条这
条“鲇鱼”。不同主体在竞争中互
相督促，推动社会整体福利的增
加，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

来自监管的重拳以及公共
舆论的批评，并不是跟哪一家企
业过不去，而是针对问题、就事
论事。回溯以往，电商平台的“假
货”、打车平台的“黑车”、外卖平
台的“苍蝇馆子”，都曾被口诛笔
伐。也正是这些看似负面的声

高，加深了人们对互联网的认
识，推动了法律法规的健全，最
终推动互联网平台走向成熟。否
则的话，违法获利的手段不受控
制，经营者很可能不断突破底
线，最终影响的是健康的网络生
态，甚至让人们丧失了对互联网
经济的信任。

互联网平台的发展离不开
良好的网络生态，告别“野蛮生
长”才能开启健康成长的新阶
段。违法广告获取收益、低俗内
容吸引流量的那一套，肯定不能
再继续了，这实际上给平台的运
营者以及算法工程师们提出了
新的问题。在法律法规和价值观
导向的约束下，平台必须完善算
法审核和信息分发机制，一方面

提高算法审核效率，着力于解决
人工智能识别图片影像的世界
性难题；另一方面重树信息推送
规则，给爱吃甜食的“胖子”推送
更多蔬菜而不是糖果……

这样一来，监管监督的积极
作用就更明显了，约束性的力量
并不是约束平台发展，而是督促
它走上正确轨道，也只有摆正了
方向才能离“初心”更近。事实上
这些年来，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就
是顺着这样的路径不断发展，既
有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允许创
业者大显身手，又有监管的适时
发力避免经营者误入歧途。在

“宽严相济”之下，哪怕一只独角
兽深陷违法获利的泥淖，也会有
更多的独角兽成长起来。

“聚焦互联网平台乱象”系列谈③

监管适时发力，平台更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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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茅药酒事件”不能草草了结

当被“变更强制方式”的谭
秦东走出凉城看守所，哽咽着
说出那句“自由真好”的时候，
万众瞩目的“鸿茅药酒事件”似
乎已进入了尾声。虽然凉城警
方还在“补充侦查”，但种种迹
象表明，已走出凉城看守所的
谭秦东无须再走进去了。

这几天，随着媒体对事件的
密集曝光，相关各方也在“第一
时间”发声发力。“合力”之下，案

件终被“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
查”，当事人谭秦东得以“取保候
审”。几日之内发生如此“逆转”，
既令人惊喜，又耐人寻味。

惊喜的是，在这个过程中，
有关各方以不同的方式及时表
达了对人身权利的尊重、对公
平正义的向往。耐人寻味的是，
这么一桩“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的案件何以会这么“轻易”
地就产生了？如果没有媒体的
曝光以及随后而来的各种声援
与“督办”，这样的“逆转”会否
发生……一大堆的问题急需认
真反思。

带着这样的反思去做“善
后”，整个“鸿茅药酒事件”才可
避免滑向“烂尾”。为此，“善后工
作”必须在一些焦点事项上有所
作为，向社会显示应有的诚意。

比如对凉城警方相关人员
的问责。在“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的情况下，擅自“民事案件
刑事化”，不惜以限制公民人身
自由的方式，为一家本地企业

“保驾护航”，甚至看守所放人还
要先征得相关企业的“同意”。如
此“亲而不清”的政商关系意味
着一种什么样的营商环境与政
治生态？其中有否滥权与腐败问

题？对此，必须彻查并给出一个
令人信服的说法，不能放完了人
表完了态就没事了。

比如对药品广告监管部门
的问责。既有报道显示，十年多
来，鸿茅药酒广告曾被25个省
市级食药监部门通报违法，内
蒙古食药监给鸿茅药酒的广告
批文却从未间断。这究竟为什
么？即便其中没有“猫腻”，也总
得有人该为此担责。即便部门
正面临整合，即便某些责任人
已经离开岗位，该问责的也得
问责。

另外，一些看似“次要”的

问题其实也不容忽视。一个被
营销高手们打造的“药酒”，竟
然以“宫廷御酒”之名戴上了

“非遗”项目的光环。“非遗”项
目评估的严肃性何在？是不是
也应该有个解释？

作为一个公共治理样本，
“鸿茅药酒事件”的“善后”不仅
引人瞩目，而且肩负着重大的
使命。这样的“善后”理当结
出“善果”，一旦“烂尾”，这个
事件就会沦为又一场“茶杯
里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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