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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起来打开微信，总会发现
朋友圈被各式各样的“鸡汤文”刷屏。
标题往往是这样的：《生活的坑往往是自
己挖的》《人生不得不提的30个忠告》、
《这五种食物千万不能吃》……令人想不
到的是，“鸡汤文”背后暗藏着获利丰厚
的“转发”产业链。“鸡汤文”除了制造
垃圾信息，内置的虚假广告还会给网友
带来误导，甚至就是一骗局。（《新京
报》）

透过报道不难发现，在虚假广告大
行其道的背后，其实有着一个缜密的

“生产链条”。而这条生产链条的立足
点，却是微信平台毫不设防的广告准入
及监管制度。

——张剑
通过精心包装的“鸡汤文”，往往能

迷惑许多缺乏判断能力的人，特别是自
身科学文化素质不高、防范意识薄弱的
弱势人群，更是成了“鸡汤文”阅读和
传播的主体。

——宣华华
社会共治离不开每个人的参与，作

为第一责任者，公众起着第一道防线的
作用，在做好自我防范和保护的同时，
若能提供更为有用的线索，将会促进监
管机构更有作为。当每个人都有了这种
意识与责任，虚假广告即使傍上“鸡汤
文”也会失去市场。

——堂吉伟德
实际上，《广告法》对虚假广告有着

明确的法律规定，但现实是，监管部门
对微信中的虚假广告缺乏重视。

——刘义杰
微信并非空穴来风，总有迹可循，

职能部门不妨顺藤摸瓜，将涉嫌欺骗欺
诈宣传的广告及产品一查到底，无序的
市场方能变得有序，无良的商家从此逃
离，微信才能真的有“信”可言。

——刘效仁

百度整改 真改才能服众
□苏 秦

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魏则西事件”，
有了最新进展。5月9日，网信办会同国家
工商总局等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认定，百度
搜索相关关键词竞价排名结果客观上对魏
则西选择就医产生了影响，百度竞价排名
机制存在付费竞价权重过高、商业推广标
识不清等问题，影响了搜索结果的公正性
和客观性，容易误导网民，必须立即整
改。调查组要求百度立即全面清理整顿医
疗类等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商业
推广服务，改变竞价排名机制。（详见昨日
本报03版）

不出所料，处于舆论漩涡中的百度竞
价排名，成为整改对象。这是及时给公众
的 交 代 ， 更 是 百 度 整 改 的 契 机 。 众 所 周
知，竞价排名一直饱受质疑，从它面世以
来就争议不断，其最大的弊端在于，谁给
钱多谁就能显示在搜索结果前列。这就导
致信息泥沙俱下，甚至违规不实信息也能
招摇于世骗你没商量。

竞 价 排 名 可 说 是 网 络 搜 索 的 历 史 问

题 ， 但 是 ， 不 代 表 就 应 弱 化 它 的 恶 劣 性
质，更不代表监管部门不应监管。对问题
应该是旧账要算，新账得理，新账旧账都
除净，企业才能轻装上阵，不再背负“原
罪”。

此 次 监 管 部 门 快 速 跟 进 “ 魏 则 西 事
件”，对百度公司依法监管，绝非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而是通过制度安排，彻底瓦解
竞价排名所赖以生存的温床。比如，整改
要求提出：即日起，对医疗、药品、保健
品等相关商业推广活动，进行全面清理整
顿，对违规信息一经发现立即下线，对未
获得主管部门批准资质的医疗机构不得进
行商业推广。众所周知，医疗、药品、保
健品等相关商业推广活动，是出现问题最
多 的 推 广 ， 也 是 伤 害 公 共 利 益 最 深 的 推
广，更是最受公众诟病的推广。打蛇打七
寸，整改剑指这类推广，要求企业全面整
顿，就抓住了重点。此外，国家网信办还
将于近期在全国开展搜索服务专项治理，
加 快 出 台 《互 联 网 信 息 搜 索 服 务 管 理 规
定》，以促进搜索服务管理的法治化、规范
化。

这是对公众负责，也是为百度负责，

更是在健康中国互联网事业。一个靠违规
推广而牟利的企业，不可能走得远；一个
伤害公共利益的商业模式，也不可能获得
公众信赖。长痛不如短痛，与其在灰色模
式上越走越远，直至走入死路，不如尽快
改弦易辙，勇敢抛弃不光彩的敛财之道，
开辟一条既合法合规又深孚民意的商业新
路。

联合调查组的整改要求一出来，百度
就迅速表态，称“立即全面审查医疗类商
业推广服务”“对于商业推广结果，改变过
去以价格为主的排序机制，改为以信誉度
为主，价格为辅的排序机制”等。这是一
个有错就改的积极姿态。但是，说得好不
如做得好，“看广告更要看疗效”。

百度整改不能做样子，也不能浅尝辄
止 ， 而 应 该 更 彻 底 、 常 态 化 。 最 关 键 的
是，要改变不正确的企业价值观，并通过
制度革新严防死灰复燃，如果过不了多久
就故态复萌，改了再犯，所谓的整改就成
了危机公关，想敷衍公众是万万不行的。
世上没有不犯错的企业，敢于承担责任，
才能不断赢得信任，包括百度在内的其他
互联网企业也才能赢得新发展。

生娃送净化器 无奈的关爱
□郭元鹏

近日，北京通州的林女士生了一个女
儿，刚从医院回到家没两天，她的亲戚们居
然不约而同地给她送来了3台空气净化器。对
此，网友们戏称：“北京雾霾名声在外，一台
净化器怎么够呢，3台都留着用吧。”（《新闻
晨报》）

生了宝宝，按照以往的习惯，亲属们送
来的会是什么？答案一定是这样的：婴儿
床、儿童车、小玩具等。而林女士收到的
却是 3 台空气净化器。家里原本就有净化
器，这一下子还收到了 3 台，放在家里占地
方，丢弃了也可惜，不使用对不住自己的
亲人。

亲人为何首先想到了空气净化器？可以
说，送空气净化器的都是最亲的人。在他
们看来，亲人家里添了小宝宝，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孩子的健康问题，于是他们就想

到 了 空 气 净 化 器 。 在 这 种 “ 英 雄 所 见 略
同”的背后，是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担忧，
这是人们对生态家园的诉求。

于是，各种涉及环保的产品成了抢手
货。什么雾霾口罩、净化神器也就充斥了
市场，眼花缭乱中，我们都不知道该选择
何种产品了。最为悲催的是，有些所谓的
产品还是骗人的把戏。前段时间，就有媒
体 曝 光 了 不 少 “ 水 净 化 神 器 ” 的 骗 人 行
为，有关部门也开展了此类产品的整治。
有的时候，不是消费者坚信这些奇葩产品
就一定是神器，而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
已。

收到这么多的空气净化器，这不是一个
幽默的笑话，我们面对这种尴尬是笑不出
来的。这需要监管部门读懂民意的诉求，
从中看出人们对天蓝蓝、水清清、草绿绿
的翘首以盼。青山绿水才是最好的金山银
山。

5月9日，深圳宝安一工厂门前短短
200米的道路旁，安放了150个垃圾桶，
每隔一个凳子便安放一个，好似“垃圾桶
阵”，有市民吐槽此举太浪费，工厂负责
人则解释称，之所以摆放这么多垃圾桶，
是为了倡导市民养成不要乱扔垃圾的好习
惯。（中新网）

【点评】
@随风：说明这里乱扔垃圾的行为

很严重。
@ML：虽然有些浪费，但有总比

没有强。

遏制校园欺凌 需德法兼治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5月9日中午，在河南郑州市一八联合
中学食堂内，150多张披萨被沿桌摆满，
600多名初三学生共进“披萨大餐”。据
了解，请孩子们吃披萨的是该学校一名老
校长，为了鼓励即将参加中考的600多名
初三学生，专程购买了150多张“必胜”
披萨。（大河网）

【点评】
@晓月初明：好有爱的校长，超赞！
@雨后风声：钱是老校长出的吗？
@螺丝：校长也有些太迷信了吧？

5月8日下午，浙江诸永高速杭州方
向括苍山隧道内，一名司机只因低头看了
一下手机导航，抬头时发现前方大货车已
近在咫尺，驾驶员反应不及，小轿车钻进
了大货车底下，车顶几乎被削平，整个车
体几近报废。所幸驾驶员只受了皮外伤。
（大河网）

【点评】
@Yolanda：人没事就好。
@小队长：开车不玩手机应该谨

记。
@东东：别拿生命开玩笑！

□张玉胜

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
各地印发《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
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
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
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
行专项治理。（详见昨日本报03版）

与成年人间的暴戾斗殴相比，发生在中
小学生群体间的校园欺凌现象更让人揪心与
焦虑。这不仅源于温馨校园原本当属教书育
人的文明之所，更在于涉事者还是一群涉世
未深、刑责难罚的孩子。国务院教育督导委
部署开展专项治理工作，凸显了校园欺凌问
题的形势严峻性和治理紧迫性。针对导致校
园欺凌发生的主客观两方面因素，遏制它还
需德治与法治的综合发力。

首先，要完善学生品格教育。分析一些
校园欺凌事件，人们不难发现涉事孩子存在
心理缺陷与素质短板。比如，无视他人尊
严，缺乏怜悯之心，拳头摆平事端，甚至拿

倚强凌弱取乐等。这不仅需要学校老师施以
循循善诱或以案说法等情理教育，更需家长
崇尚善举、远离暴力家庭教育的相向而行。

其次，要构建预防预警机制。校园欺凌
的危害，不仅在于对受欺负孩子的肢体与健
康的损伤，更在于伤其自尊、挫其自信的心
灵摧残，甚至有可能造成孩子一辈子都难以
走出的人生阴影。因此，预防和预警校园欺
凌，将暴力苗头扼杀于萌芽阶段，远比事后
的从严惩处和心理调适更为重要。这就需要
构建校园安全监控网络，完善对校园暴力行
为的发现、规劝、举报和处置预案，切实将
依法治校落到实处。

第三，要加大对校园欺凌的惩戒力度。
校园欺凌不同于孩子喜爱打斗或淘气顽皮的
天性释放，其实质是成人世界“丛林法则”
在孩子身上的折射与缩影，其屡禁不止与违
法成本过低、依法惩戒不力不无关联。这就
需要将校园欺凌上升为社会问题和法律层
面，完善相应的法规建设。期待相关法律法
规能够进一步完善，让校园欺凌现象能够得
到有效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