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苑广阔

近年来，直播带货如火如荼，
风生水起。然而在形势一片大好
的背后，问题也日益凸显。尤其是
直播间套路泛滥、数据造假、欺骗
消费者的问题，正引发越来越大
的诟病。

很多消费者参与直播带货，
就是希望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商
品，但是参与之后却发现，和传统
的电商购物、线下购物比起来，直
播带货不但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看
直播，最后买到的商品，要么价格
根本不便宜，要么就是产品质量
存在问题。当这样的事情遇见多
了，慢慢地也就对直播带货失去
了基本的信任。事实上，很多消费
者正是因为在直播间买东西的体
验太差，最终回归到传统的电商
购物，或者是选择线下购物。

业内人士建议，进一步规范
直播带货行业秩序，加强行业自

律，让消费者在直播平台能放心
购物。一方面，要继续通过法律法
规的完善，来加强对直播带货行
业的监管力度，既包括对平台的
监管，也包括对带货主播的监管，
要引导主播和平台加强自律，自
觉维护平台秩序，担好自己应担
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对于使用
不合规手段进行宣传的主播，及
时引导、规范；对于屡次违规的，
纳入黑名单管理，形成震慑效应。
尤其是对于数据造假、售卖假冒
伪劣产品问题，需要严惩不贷。

另一方面，电商直播行业人
才培养处于“野蛮生长”状态，普遍
缺少标准化的课程体系；相关行业
组织、直播平台等可以进行协作，
制定一批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引
导主播规范带货时的直播内容。同
时，对于一些机构和个人以培训为
噱头牟利，收取天价学费、教唆虚
假宣传、刷流量等违规行为，监管
部门应及时予以规范。

直播带货须少些套路直播带货须少些套路

■廖卫芳

近年来，各地户外广告招牌
因脱落而砸伤、砸死行人事件屡
有发生。但由于有的是因为大风
刮落，有的是因为安装不牢固自
行脱落等原因，一旦造成人员伤
亡事故，追责、理赔往往成了一件
难事。

众所周知，户外广告招牌一旦
年久失修，无人管理，就很容易脱
落。而一旦脱落，不是致人伤残，就
是致人身亡。可见，把户外广告招
牌尽早尽快纳入“监管范畴”，防患
于未然，已是很有必要。

一方面，不妨采取“谁安装谁
负责”的方式，给户外广告招牌定
主人，既要督促主人固定好广告
招牌，又要督促主人加强平时的
检修，以确保户外广告招牌的安
全。如果发生自家招牌伤人事件，
就应依法责成主人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和法律责任。另一方面，相

关部门要尽职履职，既要按程序、
按要求严格把好户外广告招牌的
审批关，又要签订安全责任书，倒
逼其严格落实安全责任，以确保
户外广告招牌无隐患、无风险。同
时，政府部门还应尽早制定出台
相关的户外广告招牌管理条例，
通过管理条例的方式来保障户外
广告招牌的安全。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相关管
理部门还需形成常态化的安全隐
患梳理排查机制，不定期对户外
广告招牌进行“体检”。一旦发现
户外广告招牌“带病上岗”，就应
督促广告招牌的主人及时予以修
复或拆除，以确保行人的安全。

一块小小的户外广告招牌也
是城市的一面镜子，它也能体现
城市管理者的治理水平。相信，只
要多方合力，综合施治，就一定能
破解户外广告招牌设置乱象，使
其不再成为悬在人们头顶上的一
颗“定时炸弹”。

户外广告招牌要常户外广告招牌要常““体检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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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你扫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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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庸兴

近日，一朋友向笔者诉说她
的不堪经历。前几天一直下雨，不
少道路出现积水现象，朋友骑着
电动自行车行驶在路上，突然一
辆私家车从她身边飞驰而过，溅
起的泥水将她打成了落汤鸡。但
车主却视而不见，不但没有停车
道歉，反而狂奔而去。

遇到这样的情况，人们常说：
“这车缺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
所见行车违背社会公德的不文
明、不礼貌表现绝非仅此一种。诸
如强行插队、随意乱停车、不守规
矩随意变道加塞、不打转向灯、远
光灯与近光灯不合理使用……如
此行为，都是些小动作，真正做好
并不难。然而，有的司机为图自己
方便，从不顾其他车辆和行人，说
是缺德不为过。

虽说车多了，路窄了，交通难
免会有压力，但不文明驾驶现象
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驾驶者。凡

事都要讲礼数道德，开车也不例
外，更要讲究“车德”。“车德”是开
车人的道德行为准则，它体现开
车人为人处世的基本素质，是文
明驾驶的基本保证。人人都是交通
参与者，礼让是相互的，唯有从自
己做起，遇人遇车礼让三分，整个
大环境才会多一分安全，多一分和
谐。特别是在车辆越来越多的当
下，“车德”显得尤为重要，它是行
车文明的进步，也是社会精神文明
的进步。所以，努力提升驾驶员的
道德素质，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

文明行车是保护自身及他人
安全的行为。驾驶员的“车德”教
育应从源头做起。驾校不仅要教道
路交通规则和驾驶技术，也要把相
关的开车道德行为准则列为必修
必考内容。作为一名驾驶员，更要
提高自觉意识，加强自身修养，并
时刻注意自己的“马路形象”。一个
优秀的驾驶员不仅要具备娴熟的
驾驶技术，还要补上“车德”这一
课，摒弃不文明的驾驶习惯。

补上补上““车德车德””这一课这一课

“您有一箱方便面待抽取”“2瓶
洗手液待抽取”“扫码抽取 5 元红
包”……近段时间，一些读者来电表
示，取快递时发现快递面单上，很显
眼地出现了二维码抽奖广告。有读
者告诉记者，尝试着扫码后，发现
竟是贷款或理财产品推销，奖品却
无法获得。

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抽奖广告
真实有效吗？它们又是如何出现在
快递面单上的呢？带着读者们的疑
问，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扫码红包背后
有“陷阱”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有部分
市 民 禁 不 住 抽 奖 的 诱 惑 ，拿 起 手
机扫码。

“我被广告上的‘红包’字样吸
引，就试了试，稀里糊涂地填写了个
人信息。”填写完个人资料后，市民
高彦才如梦初醒。她告诉记者：“这
些所谓的‘红包’扫码进去全是广
告，甚至包括贷款和理财业务，不仅
没有红包、奖品，反而有泄露自己隐
私的风险。”

“有一次我取完快递，看到快递
面单上写着‘先别拆！你有 3 瓶洗衣
液待抽取’，想到家里正好缺洗衣液
了，便按照要求进行了扫码。”市民
蒋雪纯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差点“掉
坑”的经历。“我扫码之后，跳转出现
的页面里有一个抽奖大转盘，洗衣
液只是其中的一个选项，我连抽三
次，结果都是福袋，福袋里不是流量
就是电话费，都需要填写个人信息
才能领取。”

蒋雪纯幡然醒悟，意识到这可
能是个套取个人信息的“陷阱”。“我
询问了发出该快递的网店客服。客
服表示，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广告
和网店并无关系，不清楚该二维码
的由来。听完客服的话，我更加坚定
了猜想。”蒋雪纯说道。

“写的扫码赢 iPhone，扫进去却
是一款 App 的主页。”“我扫进去它
让我填写个人信息领奖，填了信息
却什么都没有了。”和以上两位市民

有相同遭遇的人并不少，他们大多
考虑到自己网购是在正规平台，快
递也是正规公司，不会出现“陷阱”，
但一通操作之后，往往什么奖品都
没有得到。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多数市
民表示不会轻易扫码，他们认为这
只不过是一些诱导消费者的套路或

“陷阱”。

商家、快递驿站
均否认贴广告行为

在市区一家快递驿站内，记者
发现，不少快递包裹的面单上印有
二维码。记者对一张印有“扫码抽取
现金红包 5.87 元”的快递面单进行
了实践操作。记者用手机扫上面的
二维码，弹出页面是一个名为“取
件福利社”的抽奖转盘，设有 6 个奖
项，共 5 次抽奖机会。记者点击“抽
奖”按键，随即界面弹出中奖“年享
360G 流量”的窗口，但必须要提供
姓名、地址、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
等个人信息才能领取。

随后，记者又对多张快递面单
上的二维码进行了扫描，“抽奖”结
果要么是引导用户填写自己信息；
要么是借贷、理财等“奖品”。由此
可见，抽奖大转盘的背后有陷阱。

那么，这些扫码广告是如何出
现在快递面单上的呢？记者首先联
系了快递面单上印有广告的网店
商家。商家客服表示，快递面单上
的二维码广告不是他们贴的，是快
递面单打印系统自带的内容，与商
家无关。随后，记者走访了市区多
家快递驿站，工作人员均表示快递
面单上的广告并不是他们设置的，
打印快递面单时，若有广告则是系
统设置好的固定内容，工作人员无
法选择。某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我们日常使用时，关注快递面单
上的收件人姓名、手机号、地址、单
号等重要信息即可，建议其余信息
不去理会。”

据有关媒体报道，菜鸟方面回
应，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广告属于
正常操作的广告位，都是正规的商

家合作，经过筛选，消费者可以自主
选择是否填写信息。

专家提醒市民
莫“逢码就扫”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
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应当真
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宣传；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
人信息，应当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
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
意。根据 11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个
人信息保护法》，按照“个人信息能
不收集就不收集”的要求，收集个人
信息需要说明收集目的，需要经过
审批。

业内专家指出，在快递面单上
印广告没有问题，法律上没有禁止
性的规定，只要广告内容经过审核
不违法就可以。但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快递面单上的二维码广告存在
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情况：诱导消

费者购买商品或服务，涉嫌侵犯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诱导消费
者填写个人信息，涉嫌侵犯消费者
个人信息受保护的权利。

对此，业内专家建议，有关部门
应该重视快递面单广告存在的问
题，加强对快递广告的管理力度，
对广告和投放广告的商家进行审
批和监管。同时，业内专家提醒
广大消费者，对来历不明的二
维码不要乱扫，天上不会掉馅
饼。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案件
都是利用二维码进行违法
犯 罪 活 动 的 ，对 于 陌 生 的
二维码，市民应谨慎对待，
莫“逢码就扫”，以免造
成个人信息的泄露，
给不法分子可乘
之 机 ，给 自 己
造 成 财 产
损失。

近日，记者在元光北路附近一个老旧小区看到，有小区居
民在自家储物间门前写着“门口不要停车，否则直接砸车”等
不文明标语。把车停别人门口，影响他人通行，这种行为自然
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因为他人停车挡道而上升到砸车或者有
其他恶劣的行为，这就等于故意毁坏他人财产。所以，小区居
民可以在门口贴上“有车出入，别堵大门”“请不要在门前停
车”等更为文明的提醒标语。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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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育兵 文 杨 靖 画

连日来，浙江大学博士生和浙
江台州临海蜜橘商家的聊天记录引
发网友热议。临海小伙陈凯一句“帮
不了国家什么大忙，遇到了就想着
出点力”，打动了无数人，被网友盛
赞“很有格‘橘’”。

（11月15日中新网）
事情并不复杂，浙江大学农业

与生物技术学院的博士生肖小娥光

顾了陈凯的网店，向店主陈凯详细
咨询了橘子的情况，准备用于做实
验。得知用途，店主陈凯直接表示免
费赠送，“既然是为国家服务，那我
先捐一箱给你们试试。”事后，肖小
娥将这次购买经历和与店主陈凯的
聊天记录分享到了浙江大学校内论
坛上。媒体报道后，小小的橘子登上
了热搜第一，陈凯的网店“火出圈”，

网友纷纷“涌入”其网店下单支持。
一“橘”成热搜，当然与陈凯的

爱国举动有关。可以说，没有陈凯的
爱国举动，也就无后续事件的发生，
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一“橘”成热
搜，还有更多的因素。比如肖小娥博
士。如果没有肖博士将购买经历和
与店主陈凯的聊天记录在论坛分
享，也就不会有后续事件的“火热”。
同样，没有媒体的报道，也就难有网
友的“涌入”下单。这表明，在文明的
推动上，我们每个人，不仅应该是实
践者，也应该是宣传者，把自己经历
和见证过的文明“星星之火”，分享给
更多的人，就会燎原成文明的熊熊之
火，唤醒更多的人向真向美向善。

“种下一粒籽，发了一颗芽”。陈
凯表示，大学毕业后，他和妻子决定
创业，曾得到国家提供的大学生创业
补贴。因此，支援国家的科学研究和
发展，就成了他朴素的表达。可以说，
大学生创业补贴这项惠民政策，就是
那种下的籽，陈凯的免费赠送，就是

这粒籽发出的芽。事实上，不止这样
的政策，我们每个人的善，都可能会
被他人铭记，在适当的时刻，他们就
会发芽，就会回报给社会和他人更多
的温暖，这已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

情感的碰撞，是能够激发更多
情感的。“从这件事中，让我更加感
受到我的专业知识能在生产中真正
帮助到果农。”肖小娥表示，她会进
一步专注科研，用自己所学的专业
帮助更多的果农。

有评论称：这些看似“帮不了国
家什么大忙”的“小事”，却是每个
人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爱着这
个可爱的国家，这才是一“橘”成热
搜 的 根 本 原 因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有
爱，都向真向善向美，世界就会变
得更加美好。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主播
为 了 吸 引 眼 球 、增 加 流 量 ，常 常 采
用 瞒 天 过 海 、无 中 生 有 、偷 梁 换 柱
之术，对路人进行“镜头侵犯”“键
盘伤害”。记者以“搭讪路人”“街头
搭讪”“街头搞怪”等关键词在某知
名短视频平台检索后发现，类似拍
摄路人的视频不在少数。
（11 月 18 日《法 治 日
报》）

正如媒体报道的现
象，人在路上走，“锅”从
天 上 来 。有 的 人 被 偷 拍
发 到 网 上 ，并 配 文 称 准
备 和 网 友 见 面 ，导 致 其
妻子看到这条视频后提出离婚。其
实 ，伴 随 着 短 视 频 的 兴 起 ，我 们 随
手可拍，也随时可能成为别人短视
频中的主角。只不过，在不知情下，
被偷拍乃至被安排下无厘头剧情，
不仅令人反感，且会给自身生活带
来干扰。

除了搭讪视频外，一些所谓的
“街拍正能量”“科普”“测试”短视
频 里 ，路 人 也 常 常 入 镜 。借 助 媒 体
报道来看，拍摄者在路上放一袋垃
圾或有一定价值的物品，然后躲在
旁边拍摄路人的真实反应，再对路
人的反应加以评价；或者假装自己
需要帮助，看路人是否愿意向陌生

人 伸 出 援 手 。这 样 的 测 试 ，看 不 出
摆 拍 痕 迹 ，但 同 样 是 一 种 偷 拍 行
为。

街拍短视频虽唾手可得，但是
也不能想拍就拍，要知道其背后也
有着侵权的风险。根据《民法典》相
关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肖像
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
发表 、复制 、发行 、出租 、展览等方
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

于此，对于街拍创作者来说,事
先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是必要的。
同时，更须认识到，一些互动类型的

街拍视频,在不经过被拍摄者允许的
前提下进行,不仅会侵犯被拍摄者的
肖像权,还会侵犯其安宁权。比如，跟
拍、偷拍、尾随别人去拍摄。

对于平台来讲，应该抵制侵权
短视频的出现。虽然平台在内容发
布前分辨是否侵权具有很大难度，

但是平台，一方面有必要加强对内
容 的 审 核 ，并 做 好 相 关 警 示 ，谨 防
侵权短视频的出现；另一方面对于
平台发布内容，平台具有“通知-删
除 ”的 责 任 ，即 当 权 利 人 认 为 网 络
服务所涉及的作品侵犯自身权益，
平台有责任采取相应的措施。

从被拍者的角度来讲，应该认
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
比如，被拍摄者有权审
查拍摄者所拍内容；当
拍 摄 内 容 对 被 拍 摄 者
造成不良影响、侵犯个
人 隐 私 时,被 拍 摄 者 有
权 要 求 拍 摄 者 立 即 删

除，甚至可以报警处理。

街拍短视频不是想拍就能拍街拍短视频不是想拍就能拍
■杨玉龙

一一““橘橘””成热搜的启示成热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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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俞映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