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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禁止“先提价后打折”别止于提醒

集思录

微 评

赓续红色血脉，记录伟大时代
蔡晓辉

“亲自使用”让产品代言人
成为质量把关人

许君强

“线下无理由退货标准”
为促进消费助力

胡建兵

警惕“花钱买掌声”背后的形式主义
贾梦宇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
前印发的《明星商业广告代言
行为合规指引》明确，明星代言
商业广告应秉承先体验、深了
解、后代言原则，亲自体验使用
所代言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
确保宣称的功效等内容与实际
体验相一致，并保存体验过程
相关证据。（据《每日经济新闻》
11月5日报道）

著名影星代言的网红燕窝
宣传与真实情况不符，知名主持
人代言的网贷产品导致多人被
骗……近年来，明星代言“翻车”
事件频发，给消费者带来巨大损
失。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很多人对所代言的商品
或服务质量根本不放在心上，既
不亲自体验，更不索要商品质检
报告，所谓“代言”不过是配合商

家演的一场戏而已。
广告法规定，广告代言人在

广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
明，应当依据事实，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并不得为其未使用
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
作推荐、证明；代言虚假广告，广
告代言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法律对明星代言的态度非常明
确，但现实中，一旦代言出了问
题，很多人就推脱说自己不了解
情况，以此逃避相关责任。

浙江的规定，对法律作出了
有益补充，对明星商业代言行为
进行了详细的指引。这对于引导
明星更好守住法律和道德的底
线，在商业代言领域加强自律，
保护好自身声誉，对于保护好消
费者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
秩序都有着重要意义。

近日，苏州市市场监管局
发布《放心消费线下购物无理
由退货服务规范》，明确“线下
购物线上退，本地消费异地退，
政府垫付先行退，消费争议调
处退”实施方案，让消费者不受
地域限制，高效、便捷退货。（据
澎湃新闻11月5日报道）

线上七天无理由退货已不
新鲜，线下退货却并未与之同
步。“线上好退，线下难退”，给
线下消费者带来不便，也不利
于市场经济发展。为提升线下
消费者获得感，优化消费环境，
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倡议线下
门店开展无理由退货活动，倡
议发出以后，多地积极响应。
但由于“什么能退，怎么退，如
何方便退”没有明确的标准，线
下购物无理由退货并不容易。

消费者可以选择实体店、
线下退货服务站、苏州“智慧
315”无理由退货平台三种方式
无理由退货，“线下购物线上
退，本地消费异地退，政府垫付
先行退，消费争议调处退”——
苏州的“线下无理由退货标
准”，既给出了多种不同的退货
方式供消费者选择，解决了如
何退的问题，也明确了退货的
方式，尤其是政府垫付先行退
的形式，能够确保消费者顺利
拿到退货款。这消除了线下消
费者退货的后顾之忧，也为其
他地区提供了参考。

线下无理由退货，顺应市场
发展趋势。期待各地从实际出发，
明确并不断优化退货标准和流
程，让线下无理由退货更便利，为
全面促进消费打造良好环境。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向新华社建社 90
周年发来贺信，勉励大家在新征程上“赓续
红色血脉，坚持守正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贺信饱含着总书
记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新时代新
闻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对广大新闻工作者来
说，这是记者节收到的一份最好的节日礼
物，也是有待用行动作答的课题。

有人说，“记者之路注定山高水长，初心
在，就会有万水千山。”什么是党的新闻工作
者的初心？如何更好地坚守初心，记录下我
们这个时代的“万水千山”？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绵延在岁月深处的
红色新闻史，就是一部矿藏丰富的精神之矿。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
一代代新闻工作者用笔端的文字、镜头里的图
像，为时代留下了忠实的记录和永恒的瞬间。

“为伟大的理想而工作”的范长江，“热爱人民，
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邹
韬奋，用生命记录抗战的方大曾，对“勿忘人
民”和“坚持真理，把握大局”念念不忘的穆
青……他们用大批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宣传
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心声，记录时代精神，传播
中国声音，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
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为新闻史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华章，也用坚定的理想信念铸就了流淌
于党的新闻工作者血脉之中的红色基因。

今天，更为壮阔的新时代新图景在我们
眼前展开，亿万中华儿女追梦圆梦的壮阔征
程有待广大新闻工作者以手中的笔墨光影
忠实记录。唯有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
因，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才能更
好地成为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
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
守望者，在新征程上发挥重要作用。

要牢记党的新闻工作者这个身份，自觉
服务服从大局，像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去担
当。《冀中导报》是河北日报的前身，1938年创
立于战火硝烟之中。“冀中导报的记者，首先
是战士，是游击队员，其次才是记者。”几十年
前，这些携带着简单笔墨、油印机、石印机的
文化战士，不惧困难和牺牲，及时把党中央的
声音、党委的指示传达到冀中根据地的各个
角落。今天，河北的新闻工作者，要像红色新
闻史上的前辈一样，胸怀大局、不惧风险、迎
难而上，在“三件大事”的现场、抗击疫情的战
场、乡村振兴的一线，用心用情记录同心筑梦
的真实图景，唱响奋进凯歌、凝聚奋斗力量。

要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永远同群众坐
在一条板凳上。范长江曾提出，“一张报纸，
一个记者，其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
媒体转型的大潮下，有人感叹读者的口味难
以捕捉。其实，读者的口味从来都在那里、群

众心中“好记者”的标准也从未改变：蹲下去
听取群众的心声、俯下身打捞群众的诉求，
这样采写出的新闻，才能受到群众欢迎；这
样心贴心的记者，才会赢得群众点赞。新时
代的新闻工作者，要像红色新闻史上的前辈
一样，以心系人民、服务人民的赤子情怀，带
着真挚的感情和群众打成一片，以有思想、
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反映人民心声。

记者是永远在路上的职业。这是与时代同
行之路，也是一条需要坚守初心之路。记者节不
仅仅是一个庆祝的节日，也是新闻工作者追问
初心、重申职责与使命的时间节点。党的新闻工
作者唯有赓续
红色血脉，才能
更好地守初心、
担使命，不负这
个伟大时代的
光荣与梦想。

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发了
《花钱买来的鼓掌》一文，文章曝光了江苏省
连云港市青口镇碱滩村党支部书记张某的
违纪案例。2018年5月，曾在该村插队的7名
上海知青相约回村看看。村支部书记张某为
烘托欢迎气氛，专门制作“热烈欢迎上海知
青回村调研”的横幅，并请了几位村民来当
啦啦队，事后每人给100元劳务费。张某也因
为“花钱买掌声”，受到诫勉谈话处理。（据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1月6日报道）

鼓掌本是一个人对某些人和事发自内
心的赞赏。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现实中却
有个别干部为烘托气氛，不仅专门制作欢迎
横幅，还挖空心思“花钱买掌声”。殊不知，
这样以“造假”的方式花钱买来的掌声，即使
掌声再热烈，欢迎氛围也极佳，仍然难以掩
盖背后的形式主义歪风。

“花钱买掌声”并不是今日才有的新鲜事
物。此前，有媒体曾经报道称，某大学100多名
学生受聘充当某图片展开幕式“临时观众”。
相关领导致辞时，他们按照主办方要求，始终
保持着“职业精神”。领导说完最后一句话，就

“噼噼啪啪”一齐鼓掌。据悉，“掌托”已成了一
些礼仪公司的主营项目之一，而每个“临时观
众”一次能得到30-50元的报酬。

不管是花钱买来的还是“自愿”的，只要是
“假鼓掌”，其背后的动因都是一样的——用轰
轰烈烈的形式代替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
丽的外表掩盖矛盾和问题，以求“完美”。出现
这样的“表演式”形式主义，根源在于一些领导
干部脑子里装着错位的政绩观和发展观，所作
所为不是为了推动发展，不是为了群众谋福
祉，而是为了个人的面子和短期政绩。

最近两年，中央着力解决形式主义问
题，让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取得了明显成
效。然而，个别基层干部“花钱买掌声”表
明，作为作风建设的一大顽疾，形式主义具
有反复性和顽固性，而“表演式”形式主义尤
为如此。对此，要发扬钉钉子精神，对整治
形式主义一抓到底，驰而不息、久久为功，进
一步激发广大基层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
的劲头和活力。只有从群众满意之处干起，
时刻把群众记在心上，才能杜绝“花钱买掌
声”这样的情况再次出现。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发《关于规范“双十一”网络促销经营活动的工作提
示》，旨在规范促销经营行为，切实维护“双十一”期间网络交易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提示》要求提高促销行为的公开化和透明度，禁止采取“先提价后打折”、虚构
原价、不履行价格承诺等违法方式开展促销。（据中国新闻网11月6日报道）

防范电商“先涨后降”的消费欺诈行为，不仅要提醒，更要严格执法，形成高压态势，
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