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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呈悦
近日，抖音安全中心发布

治理处罚公告，对一批涉嫌刻
意炫富、恶意炒作、有违社会公
序良俗的账号进行禁言、封禁
等处理。本次治理重点打击六
类涉及不良价值观、不健康生
活方式的内容，包含宣扬拜金
主义、攀比享乐；对非富群体进
行歧视、嘲讽或攻击；涉未成年
人发布大量奢侈品信息；打造

“白手起家逆袭成精英”人设进
行营销或诈骗；故意展示大量
现金、撒钱；制作销售视频、图
片、文案等炫富素材。

摆阔炫富，在当下的各大

视频平台并不罕见。有人喜欢
录展示车钥匙、购物袋的短视
频，其实是在晒自己的消费力；
有人热衷直播高档餐厅的环
境、豪宅香车的内饰，目的是打
造吃穿奢侈、有钱有闲的人设；
甚至有人花钱订制炫富视频，
希望借此扩大人际交往圈乃至
扩大产品销路。去年11月，网
红博主曹某发布了一则“工地
一日游”的视频，就因为炫富冲
上热搜。不单是视频平台，在
各类社交平台上，也常常有炫
富内容。前不久，引起热议的

“伪名媛”拼团事件，一些名人
自曝花销用度的图片，更是传

递出满屏的铜臭味儿，一次次
掀起网友对炫富之风的反感。

社交平台集纳众多网友的
日常生活和感言体会，映照出人
心百态。这是互联网的魅力所
在，但也暴露出一些网民畸形的
生活理念，刮起了像炫富这样污
染视听的歪风。其实，视频炫
富，更多的是抢流量的花招，目
的还是捞金；也有不少主播追求
优越感，满足虚荣心。凡此种
种，都折射精神世界的贫乏。这
些自我陶醉式的显摆炫耀，输出
的是“有钱任性”的错误消费观，
是爱慕虚荣的不良价值观。种
种拜金享乐主义的表现形式，注

定会滋长不劳而获的懒惰思想，
尤其可能损害青少年网民的人
格心理，同时侵蚀网络生态的健
康发展。

在国家网信办去年开展的
网络环境专项整治行动中，明
确要求深入清理宣扬攀比炫
富、奢靡享乐等不良价值观的
信息。对照这一规定，不少社
交平台纷纷对违规行为进行封
号处理，短视频平台更要自觉
加入严打炫富行为的行列。抖
音安全中心发布的治理处罚公
告，有利于传达理性消费、文明
节俭的生活方式，对网友是一
种正向引导。需要提醒的是，

对此类有违公序良俗信息的清
理和打击，应该尽快步入常态
化轨道；同时要注重利用技术
手段，摸排审核监管盲区；制定
清晰罚则，对于刻意炫富、哗众
取宠的账号狠狠处罚，形成有
效震慑。这不仅是在抵制攀比
享乐的价值观，也是在保护平
台自身的长久发展。

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晒
出奢侈的用度，并不能赢得别
人的尊重；仅凭高价的消费，也
无法衡量生命的价值。无论网
络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中，炫富
都是一种庸俗低俗的行为。

视频炫富是抢流量的花招

□ 赵志疆
2月27日，有网友发布一段

视频爆料称，西安白鹿原白鹿
仓景区“一碗宽面15元四根”。
针对该事件，3月1日，白鹿原白
鹿仓景区官方微博发布致歉和
处理公告称，涉事商户存在“大
碗面分量不足”的违规经营行
为，已责成涉事商户停业整顿，
调查结束后将按照《景区商户
管理规定》严肃处理。

对于这碗有名无实的“宽
面”，网上一片戏谑调侃。有人
表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
跟山东“拉面哥”的3元拉面根
本没法比。提起景区餐饮，价
格贵无疑是一大槽点，很多人
都对此有切肤之痛。正因为如
此，几乎同一时间出现的“两碗

面”，才会被一些网友拿来进行
横向比较。

坦白说，这样的对比其实
有点不公平。“拉面哥”的拉面
之所以那么便宜，一方面出于

“拉面哥”朴实厚道，另一方面
也与当地的消费水平以及摊位
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拉
面哥”的摊摆在农村集市上，如
果摆在景区里面，价格恐怕也
难说。除此之外，硬件设施、用
餐环境乃至餐具档次等因素，
最终也会打包进商品价格的综
合考量。

尽管如此，也并不是说15
元的“宽面”无可指摘。近年
来，景区餐饮既贵且少的投诉
时有曝光，当公众习惯于以“一
碗”“一份”为计量单位的时候，

全然不知其中到底有多少“干
货”。这不仅是一种赤裸裸的
欺骗，甚至是一种火辣辣的
嘲讽。

此次事件发生后，白鹿仓
景区迅速表示道歉，并责成涉
事商户停业整顿。这种积极的
态度值得肯定，不过，需要反思
和整顿的也许不仅是这一家商
户。景区作出处罚的依据是：
涉事商户存在“大碗面分量不
足”违规经营行为。问题是，一
碗面的分量到底应该是多少
呢？在缺少明确标准之前，一
碗面的分量，更多可能只取决
于商家的气量和肚量。

“拉面哥”的摊位摆在集市
上，在这样完全开放的市场空
间内，消费者有足够的自由“用

脚投票”。“一碗宽面四根面条”
则发生在相对封闭的景区内，
消费者“用脚投票”的权利大大
受限。在这样单纯的“卖方市
场”内，寄希望于商户都能像

“拉面哥”一样淳朴厚道，显然
是不太现实也很难持续的。

对比“两碗面”，不仅希望
景区商户能多一些道德自律，
更希望景区管理者能多一些细
致规定——— 相比起开放市场的
自主经营，在景区这样相对封
闭的空间内，餐饮服务也许更
应该实行标准化管理，明确价
格与分量都应该成为规范管理
的一部分。毕竟，如果消费者
无法在景区内部“用脚投票”，
最现实的选择莫过于在踏入景
区之前“用脚投票”避而远之。

“15元面条”的定价是一面多棱镜

视频炫富，更多的是抢流量的花招，目的还是捞金。这些自我陶醉式的显摆炫耀，输出的是“有钱任性”的错误消费观，是爱慕虚
荣的不良价值观，尤其可能损害青少年网民的人格心理，同时侵蚀网络生态的健康发展。对此类有违公序良俗信息的清理和打击，应
该尽快步入常态化轨道。

绘画 陶小莫 配诗 郝玲

3月1日，《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施行，其中，高空
抛物罪成为独立罪名。当日，江苏常州溧阳法院审理了
首例高空抛物案件。被告人徐某某向窗外扔菜刀，虽未
造成人身伤害或重大财产损失的严重后果，但其从建筑
物抛掷物品行为已经构成高空抛物罪，依照《刑法》判决
被告人徐某某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
罚金2000元。 据中新网

倒下的良心
要靠法治扶起来

□ 侯江
又一起少年扶起老人被讹事

件引发舆论关注。近日，河南郑
州某路口，一名老人骑电动车摔
倒在地，骑车少年小王和同学将
老人扶起。小王父亲赶到后主动
将老人送医，并垫付医疗费5000
余元。老人出院后不愿全额退还
医疗费。事后交警部门出具责任
认定书，小王完全无责。然而，小
王家只收到4000元还款，老人表
示：就算打官司也不会还钱，还得
索赔，并直言良心过得去。

少年出手救人，家长古道热
肠，为老人及时解困，涉事老人应
该感激才对。可如今，老人选择恩
将仇报。不仅不还钱，还要索赔，
给出的逻辑是，“如果小孩没有一
点责任，不会领着她到医院看。”罔
顾事实，不守法纪，如此昧良心，真
不知这名老人怎么还能霸气坚称
自己“良心过得去”。在舆论的压
力下，被扶老人的女儿向小王的父
母表达了歉意和谢意。目前小王
的父母已收到余下钱款。

老人摔倒扶不扶？这个话题
已经热议了很久。多数人认为，无
论是否担责任，首先都要扶起老
人；即便那些被讹的当事人，事后
也多表示不后悔。可令人无奈且
寒心的是，少数当事人及其家人，
并没有因舆论的感召而凭良心说
话、按法律办事，“扶不扶”的争论
还在不断增加新的负面例证。

据报道，出手救人的小王同
学，觉得给家里惹了麻烦，事发后
躲在卫生间哭泣。让他困惑的
是，做了好事为什么要赔钱？这
个少年是不是在后悔自己的见义
勇为？这个孩子将来还会不会毫
不犹豫地助人为乐？此时，当地
警方不应该再含糊其词地把“协
商解决”这四个字抛给当事双方。
一来，解决交通纠纷是警方的责
任；二来，为处于价值观形成时期
的青少年计、为将来可能需要帮
扶的老人计、为社会的正义与法
律的威严计，警方都应该严格执
法，通过惩恶扬善，来巩固与人为
善、乐于助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倒下的良心，要靠良心扶起来，更
要靠法治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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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扔菜刀邻居怕，获刑半年还被罚。
高空抛物危害大，震慑入刑当严查。

山东“拉面哥”引起一片赞誉之声，源于3元拉面的分量超出了期待。相比之下，“一碗宽面四根面
条”同样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在缺少明确标准之前，一碗面的分量，更多可能只取
决于商家的气量和肚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