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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7 日，有网友发布
视频称，游客在贵州安顺 5A
级景区黄果树瀑布拍照，被景
区 内 的 大 妈 们 遮 挡 镜 头 阻

拦。18 日，安顺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回应，
阻止拍摄的大妈系景区内从事摄影的商
户，景区已对涉事大妈予以批评教育，并
作出暂停经营一段时间的处理。

途经秀美河山，想要留下照片记录
总是人之常情。在人人都有摄像头的加
持下，更是让“走到哪里、拍到哪里”成
了不少人外出游玩的肌肉记忆。如此司
空见惯的事情，为何却会遭到阻拦？说
到底，在于一个“利”字。从官方回应来
看，这些“入镜大妈”都在景区内从事摄
影经营，看到游客手持单反相机拍照，
认为其“抢了生意”，所以才对拍照行为
进行阻拦。

当前，不少景区将管辖范围内的摄
影经营对外承包，而以“入镜大妈”为例的
摄影从业商家，都需要向景区缴纳承包费
用，外来的摄影师多了，必然影响景区内
经营者的利益。诚然，利益受损容易引起
愤怒情绪，但以身作墙，拦截游客拍照的
方式，实在有些粗暴和偏激。可见，面对
游客和商户的矛盾，景区管理须跟上。

一方面，管理方法要合理。“用手机拍
可以，但用相机拍不行”“只要举起相机，
大妈就会冲过来挡在镜头前”……从网友
发出的视频来看，面对手持相机的游客，
大妈们或单打独斗，或群起围攻，总之都
是来势汹汹，像大妈们这种以设备鉴商拍
的行为，实在过于武断。对此，景区或可
考虑在醒目位置，张贴景区摄影经营的管
理细则，充分尊重游客和摄影师的知情
权。另一方面，责任主体要合适。“入镜大
妈”作为景区摄影从业的商户，显然不具
备管理景区、制约游客行为的权力。规范
景区秩序、维护景区经营者利益，景区要
担起管理责任。

此外，随着个性旅拍不断发展，游客自
备摄影师的情况将越来越多。如何平衡
游客需求与景区内经营者利益，还需景区
尊重市场规律，科学运营。莫让游客与商
户之间的冲突，冲淡风景之美。

（据《广州日报》刘硕）

拍照被拦
景区管理须跟上

4个油炸糕1元，14个大包子10
元，100 元够 30 人吃饱……近日，某
400 万粉丝博主打卡东北早市的视
频引发关注。不过，有网友发现，该

早市多数食物的价格与博主所言并不相符。该博
主事后道歉称，拍摄时有“老板半卖半送”的情况。

“什么火就蹭什么，什么热就炒什么。”这段时
间，东北早市因超高性价比、热乎人情味火遍全网，
很多人都想来感受一下烟火气息。各路网红博主
嗅到了流量密码，蜂拥而来扎堆拍摄打卡。要是真
实记录也就罢了，为了让视频更具冲击力、话题度，
他们几乎都是逮着“低物价”的东西，可劲儿添油加
醋，恨不得分分钟“吃垮”一片。而如此摆拍的误导
作用也相当明显——专程来探访的消费者直呼“名

不副实”，摊位老板还得频频费劲解释。
放眼各大视频平台，生炒出来的热点比比皆

是。换身衣服就能扮成快递小哥诉说“苦难遭
遇”，两三人就能演一出“饭店骚扰”的大戏，对着
镜头哭诉几分钟就是一场“家暴悲剧”……某些
人为了快速引流涨粉，不遗余力自编自导、瞎话
连篇。从拍摄手法上看，有的假装街拍采访，有
的模仿监控视频，再配上煽动性的文字解说、背
景音乐，分分钟将“真实感”拉满。而从内容取材
上看，要么是看似正能量满满的身边故事，要么
是充满矛盾对立的敏感话题，受众受到情绪感
染、产生情感共鸣，往往也就不再追究其有几分
真几分假了。

必须看到，短视频在传播生活万象的同时，对

现实社会的影响程度越来越深。那些有意无意的
改编、夸大、摆拍、造假，都可能给受众带来认知上
的偏差。平心而论，眼下各个平台榜单对点击率、
浏览量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对此类“半真半假”
内容的审核把关也不够严格。特别是很多平台经
常自设热门话题、标签，明确拍摄哪类内容会有流
量倾斜，无形中也提高了博主们的造假冲动。从
这个角度看，博主道歉也好，下架视频也罢，都不
如打破流量至上、不问黑白的算法逻辑。当哗众
取宠无利可图，谁还会天天挖空心思演戏？

网络是聚光灯，也是放大镜。成也流量，败也
流量。各路红人、达人们，不要再将视频当成“随
意打扮的小姑娘”，骗得越狠，反噬越猛。

（据《北京日报》郑宇飞）

依法而治 规范预付式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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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骗子骗得越狠反噬越猛

身体不适先问网络，已成为当下不少人的习
惯。但据工人日报报道，在一些社交平台以及搜
索引擎中，科普内容经常被用来给医疗机构广告
导流。医师的健康科普内容下面，经常会出现包
含功效的医疗广告，诱导网友在阅读科普文章时
点开。

傍着“真科普”大肆推广产品，迷惑性大大增
加。谁搜索与病情相关的科普文章，谁就是目标
客户，医疗机构的营销方案可谓精准；在不少患
者的认知里，权威文章下面的广告也应是可靠
的，一不小心就中了营销机构的圈套。先借权威
文章散播焦虑，再“贴心”地给出解决方案，无声
无息间实现了盈利，医疗陷阱的设计可谓巧妙。

以科普“绑”广告，无疑是给科普抹黑。科普
是真的，广告是虚假的，最终的疗效可想而知。
患者一旦发现上当受骗，反过来也会质疑广告上
方科普信息的权威性。此外，此类医学机构常常
打着引用的旗号，盗用权威专家的科普文章，原
作者稀里糊涂就成了机构的“野生代言人”，医疗

机构名不副实的广告，不仅损害医生的声誉，还
涉嫌侵犯作者知识产权。

披着科普外衣为医疗机构导流，不是营销的
妙招，而是违规的损招。《医疗广告管理办法》明
确规定，不得以医疗咨询类栏目或者节目发布或
者变相发布医疗广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也
明确要求，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的，不得在同一页
面或者同时出现相关医疗、药品、医疗器械、保健
食品等内容。如此明确的法律规定下，为何科普
文章和医疗机构广告同时出现反倒成了网页常
态？平台不可能不知道猫腻，只怕是揣着明白装
糊涂；监管部门也要扪心自问，有没有把法律规
定执行到位。只有堵住医疗机构的歪心思，才能
保护好公众的健康。

披着科普外衣的医疗机构，与其花心思推送
虚假广告，不如把精力花在业务素质培训上。毕
竟，广告再具迷惑性，也迷惑不了百姓的口碑，迷
惑不了法规的监管。

（据《北京晚报》李霞）

如今，预付式消费已成为
热门消费方式，“健身卡”“美
容卡”“培训卡”“民宿白金卡”
等预付费项目层出不穷。商
家以预付优惠吸引消费者，预
付越多优惠也越多。原本是

“双赢”的消费模式，但实践中
产生“交款容易退款难”“表面
优惠实际吃亏”等问题。

预付式消费事件频发，与
当下预付式消费监管不严、风
险防范机制不足、消费者防范
意识不强不无关联。因此，须
通过建立有效的约束管理机
制弥补“制度性缺陷”，从源头
上消除商家游离于法律之外
的空间，给预付式消费扎上法
律制度的“篱笆”。
（据《湖南日报》陶小莫 沈峰）

医疗广告岂能用科普当诱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