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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营业中推拿店欲转让，运河区，位置
极佳，精装修，因老板没时间照料所以转让，
具体面谈。电话：1510087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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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博主称嘎子哥卖的
手机最多值 999元”话题冲上热
搜榜。起因是主播谢孟伟在直播
间售卖一款手机时，宣称这款手
机在某电商平台官方旗舰店售
价 8999 元 ，自 己 直 播 间 仅 售
1999 元；之后有数码博主评测
后称，该款手机用高价低配的贴
牌机忽悠普通消费者，手机最多
值999元，引发社会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在当下的直
播间，诸如“地板价”“宇宙最低
价”“粉丝超级福利”“让利大促
销”等宣传语比比皆是，号称带
货商品只是市场价一折甚至更
低，而消费者下单后却发现货不
对板、夸大宣传、高于市场价等
问题。有网友将这一现象称之为

“忽悠式直播带货”。

标价售价差额巨大
让利销售遭到质疑

在当天晚上的直播中，谢孟
伟展示了这款手机在某电商平
台官方旗舰店的售价 8999 元，
然后称在其直播间只售 1999
元，“这款产品，跟所有的老铁
说，嘎子不挣钱，希望粉丝收到
后，说嘎子带的产品太良心了”。
当晚，直播间卖出该款手机 1.4
万多部。

随后，有数码博主李杰灵发
视频称，该款手机用高价低配的
贴牌机忽悠普通消费者，认为该
手机最多值999元。

对此，谢孟伟工作室发短视
频回应称，直播间卖的任何一款
产品保真，因为每款产品都有官
方授权，保证正品；不同渠道的
优惠力度不同，所以价格存在差

异。
对于主播直播间展示的链

接从电商平台上“消失”的情况，
有短视频平台博主侃人社称，这
可能是商家与主播的合作机，只
有在主播带货时，商家才会把该
款手机以 8999元的价格上架到
电商平台上。

此事引起网友热议后，不少
数码产品测评博主在其他平台
购买该款手机进行测评，多位博
主均称这是一款高价低配的贴
牌机，不仅配置低，还毫无体验
感可言。其中一则测评视频显
示，该款手机系统广告很多，打
开一键加速、看日历、手机管家
甚至充电都会弹出广告。

还有博主爆料称，在另一家
短视频平台上，直播销售一台这
款手机能赚 599.7元佣金，占售
价的30%。

号称“地板价”出售
其他平台售价更低

记者调查发现，不仅是手
机，白酒、手表、电子产品、茶叶、
保健品等各类产品，直播带货过
程中均存在大量所谓“让利促
销”“地板价”“骨折价”的情况。
有的直播带货现场，还有一位所
谓的厂家人员，与主播一人唱红
脸一人唱白脸，让很多消费者产
生“买到就是赚到”的错觉。

2月27日晚，在某短视频平
台，一家短视频平台，一位主播
正在直播间推销一款“贵州×××
浓香型”高度白酒。主播多次碰
瓷“茅台酒”，称这款酒是凌驾于

“飞天茅台”之上的纪念收藏酒，
出厂价一箱 3000 多元，现在直

接让利粉丝，一箱（6 瓶）只要
398元，每瓶仅66元。

“来品尝一下普通老百姓都
喝不到的高端酒。”主播吆喝道。
不一会儿，这批酒就全部卖完
了。

记者观察发现，这款酒的生
产企业是某保健酒业有限公司，
而非贵州茅台股份有限公司。该
商品评论区里，不少消费者购买
后都给出了差评：“码不对，查不
到对应商品，就当买个教训了”

“酒只能算是杂酒，口感如何还
不 知 道 ，看 外 观 只 能 说 一
般”……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直播带
货方式在某些销售“名牌表”的
直播间里显得更加离谱。

在某平台直播间，一款名为
“瑞尼世家”的腕表售价 158元，
主播称自己每卖一块表相当于
倒贴11万元——主播花11万元
向厂家买一块表，再在直播间以
158元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只为
让利粉丝。主播甚至还在直播间

现场给厂家转账。记者在直播间
能听到类似“×××到账 33万元”
的转账提示音。

“到货后可以去线下专柜验
货，如果是真的，你就赚了；如果
是假的，假一赔九，以我刚刚转
账的价格为准，你就能获得将近
100 万元的赔偿。所以，不可能
是假的，表里随便一颗钻石抠出
来都价值连城。”主播说。

建立“黑名单”制度
健全投诉举报机制

“全网最低价”“今天在我直
播间入手最划算”“某电商旗舰
店卖 5000元到我这儿只要 800
元”……忽悠式直播带货何时
休？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段威说：“主播在直播间宣称‘最
优惠’‘全网最低价’等行为，明
显与事实严重不符，纯粹是忽悠
甚至欺诈消费者，属于违法行
为。”

他解释说，这些行为不仅与
民法典关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等规定相背
离，也违反了电子商务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网络直播营销
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

法律很明确，为何忽悠式直
播带货屡见不鲜？

在北京国双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衣海宾看来，根据《网络直
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的规
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对违反法
律法规和服务协议的直播间运
营者账号，视情采取警示提醒、
限制功能、暂停发布、注销账号、
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保存
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但
目前直播营销平台对此现象仍
缺少投诉、监督机制。一方面，可
能很多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没
有积极投诉维权；另一方面，接
到投诉后，直播营销平台也可能
没有采取积极措施。

“谁来监督和处罚直播平台
的消极行为，需要在立法及网络
直播管理规范层面作进一步完
善。”衣海宾说。

他建议直播平台将严重违
法违规的直播营销人员及因违
法失德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人
员列入“黑名单”，并向有关主管
部门报告。同时，各部门应加强
联动，依法加大查处直播营销违
法行为，强化信息共享与协调配
合，提升监管合力。还要加大案
件查办力度，发现违法行为涉嫌
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
法机关。

据《法治日报》

66元的白酒宣称堪比茅台 158元的手表号称让利11万元

忽悠式直播带货何时休

“超过晚上 9点无条件停止
做作业，未完成的作业隔天也不
用补做……”日前，江苏省常州
市一所小学发出通知称，为了保
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将启用作业

“九点熔断机制”。一经报道，这
则新闻立刻冲上热搜，拨动了万
千家长敏感的神经。

支持的家长欢呼雀跃：“孩子
终于能睡个好觉了！”也有人认
为，仅凭一个作业熔断机制，恐怕
难以实现让孩子早睡的愿望……

对孩子来说，作业与睡眠就
像是一座跷跷板的两头，作业多
了，睡眠就少了。一段时间以来，
沉重的作业负担挤占了孩子宝
贵的睡眠。为此，2021年“双减”
政策出台，全面压减义务教育阶
段的作业总量和时长。如今，孩
子们的睡眠问题是否得到改善？
作业熔断机制又能否解决这一
长久以来的难题？

校内作业减负后
孩子依旧睡不饱

北京家长余欢欢的儿子土
豆今年 8岁，上小学二年级。她
告诉记者：“土豆小学入学时，正
好赶上‘双减’实施，学校严格按
照相关要求，对一二年级不留任
何家庭书面作业。”

学校不留作业，孩子总能早
早上床了吧？然而，当记者询问
土豆每天几点睡觉时，余欢欢给

出的答案却让人大吃一惊——
竟然还要到十点多才睡！

余欢欢给土豆安排的日程满
满当当：“每天一页练字，一张英
语阅读，200道算术题。周一和周
三进行足球训练，从晚上六点半
练到八点半，接回家就九点多了；
周二和周四安排了网课，也要上
到八点半，再洗漱磨蹭一会儿，看
看课外书，等我们大人准备睡了
才肯上床，这就拖到十点多了。”

学校布置的家庭书面作业
少了，孩子并没能早睡——这种
怪象，在记者的采访中并不是个
例。

提起作业，浙江五年级小学
生豆豆的家长李玉就唉声叹气：

“做个作业太费劲！”
“实话说，学校留的作业不算

多，我们也没给孩子布置额外的
作业。”李玉说，“但是孩子做作业
不够专心，我们在客厅看电视，他
就老借喝水的名义溜出来偷看几
眼。别的同学一个小时能完成的
作业，他非得拖到九十点。”

即便如此，李玉表示，就算
拖到再晚，她也会要求孩子当天
完成布置的作业：“不然害怕第
二天被老师批评。”因为写作业，
孩子十一二点睡是常有的事。

晚睡的孩子背后
站着焦虑的家长

记者查阅“双减”政策文件

后发现，文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
作业量和时长作出过明确规定：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
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
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60分钟，
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
超过90分钟。

“根据我从学生和家长口中
了解到的情况，目前虽然仍存在
一些学校偷偷给学生作业加码
的情况，但较‘双减’之前，总体
上校内作业的负担已大大减轻。
如果只是完成校内作业，小学生
九点睡觉，尤其是对低年级学生
来说，应该是较容易做到的。”长
期担任北京市顺义区家庭教育
特聘专家的朱煦说。

但为何现实却事与愿违？朱
煦表示，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
需要具体分析。“很大一部分家
长由于校内作业减少，担心长此
以往，无法保证孩子的成绩，因
而通过找教辅、上补习班等方
式，主动给孩子‘加餐’，带来了
新的作业负担；也有一部分是因
为孩子本身学习能力不足、习惯
不好，加上父母在指导作业时的
能力有所欠缺、态度过于激烈等
原因，造成孩子拖延，无法按时
完成作业。”

“孩子熬夜写作业、睡眠不
足的现象，在国内至少存在了
20年以上。”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副会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
究员孙云晓表示，他所在的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从 1999年就开
始调查中小学生的睡眠问题。中
心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2010
年中小学生睡眠时间低于国家
规定时间的比例高达 78.1%。
2021年，在教育部的调查中，这
个数字有所下降，但也仍高达
67%。

“家长逼着孩子熬夜写作
业，不惜牺牲孩子的睡眠，这种
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教育压
力下家长的一种恐慌心态和成
就焦虑。”孙云晓告诉记者，有
很高比例的家长，对孩子的学
业有很高的期望，比如一定要
考到前十五名才行。这些家长
认为，学业是最重要的，落实到
写作业上，就是觉得写得多，孩
子才会有好的前途。为此，他们
不惜损害孩子的健康。但是实
际上，这样的做法害了很多孩
子，让他们不仅成绩上不去，而
且对于学习产生厌恶，反而毁
了孩子一生。

做好“作业熔断”
需要家校通力合作

那么，如何才能改变目前孩
子睡得晚的现状？热搜中这所小
学提出的作业“九点熔断机制”，
能否解决这一顽疾呢？

“实行熔断，是为了保护孩
子 的 睡 眠 和 健 康 ，我 非 常 支
持。”朱煦说，“但是将所有孩子

的熔断时间都卡在九点，这就
有点‘一刀切’。准确地讲，我们
应该帮助中小学生建立起晚间
作业用时上限，具体用时上限
要因学段不同，孩子个体不同，
家 长 支 持 能 力 不 同 ，有 所 区
别。”

朱煦指出，作业熔断机制
实施的重点学段应该是小学低
年级，通过建立作业用时上限，
保护孩子的睡眠、视力和心理
健康，同时从低年级时就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

朱煦指出，要真正落实好作
业熔断机制，家长也必须承担起
主要责任。“即使学校控制了作
业总量，规定了熔断时间，也挡
不住家长在家里额外的‘加餐’。
因此，家长首先要改变观念和习
惯，克制在学业上对孩子的无上
限挤压，留给孩子足够的健康成
长空间。

最后，孙云晓特别提到，近
期，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
育人机制的意见》。值得注意的
是，在加强协同育人方面，文件
要求，学校应全面掌握并向家长
及时沟通学生在校期间的思想
情绪、学业状况、行为表现和身
心发展等情况，同时向家长了解
学生在家中的有关情况。（文中
余欢欢、李玉为化名）

据《光明日报》

作业少了，孩子能早睡吗
晚睡的孩子背后，站着焦虑的家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