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然“向女生杯中投放异物”一事拔出萝卜带出泥，起底了牛磺酸泡腾片的来历，监管部门不
能再继续缺位，不妨以这件事为契机，对平台上那些以讹传讹的虚假宣传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
那些大打擦边球的诱导消费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牛磺酸泡腾片”下架后，对平台的监管应该跟上
□评论员 朱文龙

6月13日，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通报
上海外国语大学一女生饮料中被他人投放
不明物一事的调查结果。涉事男生承认在
女生咖啡杯中投放了半片牛磺酸泡腾片，
该泡腾片系从网上购买。经医院检查，未发
现该女生身体异常。

牛磺酸泡腾片是何方“神圣”，一时间
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6月13日晚，一家媒
体在多家电商平台上搜索过“牛磺酸”，均
能搜索到相关商品。但这类商品名称中多
含有“女性专用”“速效”“保健品”等词汇，
商品图中也多见女性图片，部分商家还使
用了较为露骨的文字与图片进行了低俗的
宣传。6月14日，当这家媒体再次在电商平
台打开此类相关“收藏”商品时，不少显示

“已下架”或“商品过期不存在”。
看完这则新闻，不得不说，监管部门和

平台有些尴尬。
从科学的角度而言，牛磺酸泡腾片，可

以用来缓解疲劳、镇痛、解热，并没有催情
的作用。这样一款正常的保健食品为何到
了一些商家口中竟然成了“催情药”？想来
原因可能有两个：其一，商家就是为了找个
噱头，促进销售，这种行为涉及虚假宣传；
其二，商家所售卖的牛磺酸泡腾片，确实添
加了具有催情作用的成分，这种行为涉及
售卖违禁药品。无论哪种原因，商家的行为
都属于违法行为。

这些商家本应当在平台上“寸步难行”才
对，但现实的情况却是，这些低俗下流的宣传
广告仍充斥在平台上。从报道来看，男生向女
生杯子中放泡腾片，就是相信了这些无良商
家的宣传，误以为其有“催情”的作用。

写到此，不禁要问，平台的审核去哪儿
了？监管部门又在干什么?但凡平台在审核
商品时能负责一些，用心一些，监管部门在

平常的监管中能认真一些，仔细一些，这些
低俗下流的广告根本就不会有生存的空
间。可以说，正是监管缺位，给男生投药提
供了机会。监管部门和平台也在不经意间
做了这个男生的“帮凶”。

目前，不少电商平台已将主打低俗宣
传的牛磺酸泡腾片紧急下架。这个结果虽
然是公众乐于看到的，但是让监管部门更
尴尬了。因为在平台行动起来的同时，监管
部门仍玩“消失”。

按理说，这起事件一出，监管部门应当
对平台进行一次必要的检查，但从报道来
看，平台下架商品，并不是迫于监管的压
力，更像是为了躲避舆情而采取的自保举
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平台真的意识
到了审核存在漏洞。退一步来讲，平台即便
认识到审核存在漏洞，在外部没有强监管
约束的情况下，平台也没有弥补的动力。也
就是说，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再次发生。

如今，既然“向女生杯中投放异物”一
事拔出萝卜带出泥，起底了牛磺酸泡腾片
的来历，监管部门不能再继续缺位，不妨以
这件事为契机，对平台上那些以讹传讹的
虚假宣传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那些大打
擦边球的诱导消费行为进行严厉打击。除
此之外，监管部门还要督促平台尽职履责，
在对违法违规商家进行处罚的同时，查明
相关平台是否尽到了应有的审核把关义
务，没有尽到相应义务应当追究连带责任
的，依法追究平台的责任，倒逼平台积极行
动起来，维护良好的电商环境。

日前，《中国青年研究》刊发的一篇文
章，利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城市居民生活
方式调查取得的数据研究发现：家庭财富
水平越高，在子女职业导向上越呈现“自由
择业”倾向；家庭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子女
职业导向上越倾向于专业技术导向，呈现

“子承父业”的特征；家庭权力地位越高，在
子女职业导向上越倾向于社会服务导向。

在人类历史上，“经验”甚至一度是最
重要的东西。可是在就业问题上，由于时代
的急速发展，许多当年看起来无比优越的
就业选择已逐步被淘汰。如果刻意用过往
经验束缚子女，可能会得不偿失。不管是

“子承父业”还是“自由择业”，最关键的都
是尊重子女的选择，学会放手。（叶克飞）

“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负笈远游，
至今35岁博士毕业，整整17年时间过去。期
间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3次博士论文答
辩……曲折废弛难以尽述……”最近，中国
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农业经济管
理系博士赵安的博士论文致谢刷屏朋友
圈。生活中，有的人被苦难击败，有的人却
把苦难写成诗。到达理想的彼岸，总要翻过
一座座山、迈过一道道坎。人生因梦想而闪
光，梦想因坚持而绽放。为梦想奋斗在路上
就是最好的状态。论文致谢为何打动人？是
因为我们从他们的故事中找到了共鸣，“看
见”了努力的自己。祝愿每一个执着追梦的
人，努力终有所成。

（据广州日报）

“子承父业”还是“自由择业”？

关键是尊重孩子的选择

“考研7次屡试不第”，

这篇论文致谢为何打动人

过度防疫被警示通报，

是精准防疫的“反向激励”

日前，国务院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警示通报了存在疫情防控通行
过度管控、重复核酸检测等问题的地方，涉
及河北张家口，安徽合肥、安庆，陕西商洛
的部分高速口防疫检查点。这是首次有地
方因疫情防控通行过度管控等问题被国务
院警示通报。

这次警示通报发出后，各地应该积极采
取排查行动，对于不利于保物流畅通的过度
管控做法，真正发现一起，纠偏一起。当然，警
示通报不是目的，最重要的还是要将科学、
精准防疫的原则落到实处。而敢于向一刀
切、擅自加码的过度管控“亮剑”，让违规者付
出应有代价，也正是实现科学、精准防疫不
可或缺的外部保障和“反向激励”。（朱昌俊）

“钓鱼执法”反被钓

公器岂能私用？

哈尔滨一网约车司机报料称，6月11日
晚，其因拒绝乘客在车内吸烟，遭乘客打
电话举报，随后被两名自称松北区交通
局运管站执法人员的男子检查证件，疑
遭“钓鱼执法”。6月13日，松北区通报称，
涉事男子确系区交通局借用人员杨某
博，已予以清退，区交通局、司法局等部门
多人被处理。

此事表面上是“钓鱼执法”翻车，实则
为“公报私仇”未果。在网约车内“想抽根
烟”也是耍特权，被拒绝后“安排”执法人员
查“黑车”，这是典型的公器私用，也是老百
姓深恶痛绝的现象。公职人员耍特权、“公
报私仇”是违规违纪行为，受到相应处理，
实属咎由自取。 （陈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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