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锡著名的风景名胜区锡惠景
区依山傍水、风景优美，节假日期间
更是人气爆棚。每次遇到游客求助，
薄海总是倾力相助。特别是雨雪、高
温天气，惠山上有游客意外摔伤、突

发疾病，薄海一定极速救援。
今年夏天，一名游客在登惠山时

不慎受伤，被困半山腰。时值酷暑，
气温近37℃，必须及时找到被困群众
立即送医。山间杂草丛生，薄海带领
多名辅警除荆棘拓小道。经过一个
多小时的攀登、查找，终于在半山腰
找到该游客。该游客双腿无力，已有
轻微中暑症状。薄海和辅警接力合

作，轮流将游客搀扶至山下，送上120
急救车。此时，薄海的警服被汗水浸
透，膝盖、手臂也多处擦伤。

今年9月，台风“贝碧嘉”过境锡
城。薄海在巡逻中发现，多根手臂粗
的树枝被刮断在地，挡住了辖区一医

院急救通道口，影响了救护车正常通
行。薄海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和同事
们冒着狂风暴雨清理地上的断树枝，
迅速畅通了生命的绿色通道。“跟生
命通道比起来，我们这点举手之劳算
得了什么”，从头到脚全部湿透的薄
海笑着说。

面对群众危难，薄海总是竭尽所
能相助。8月5日晚，张女士与丈夫
争执后情绪失控，站到34楼的天台
欲轻生。薄海闻警迅速赶到现场，一
边耐心劝说稳住张女士的情绪，一边
和救援的同事缓缓靠近。在张女士
犹豫的瞬间，薄海一个箭步冲上去，
将她迅速拉回天台安全处。事后，薄
海继续跟进了张女士的家庭纠纷，彻
底打消她轻生的念头。张女士全家
为表达谢意，送上了锦旗。

戎装更替，不改忠诚。无论是军
营绿，还是警察蓝，薄海都做到了与
老百姓心连着心、手牵着手、情系着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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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马上就到了

说法

别慌！隐患我们已排除

“第三方测评”频频翻车

中消协2023年发布的《“第三方测
评”对消费者权益影响调查报告》显示，
近八成消费者在购物前经常会在网络
上搜寻相关产品的“第三方测评”。

“跟着买了三次踩了两次雷”“下
单的裙子有明显的污渍”“根本不是同
一种布料”……被上述测评博主误导的
陈女士发现，对该博主的差评并不鲜见。

除了测评与实物不符以外，有的博
主还假测评、真带货，用绝对性用词过度
宣传。美妆爱好者吴女士说，她近期发
现，一名测评博主通常会在测评各种大

品牌后，推荐一款“小众”的美妆产品；该
博主称，这款产品只要几元钱，就堪比大
牌效果。“看多了才知道，这是借着测评的
名义带货，带的货还是‘三无产品’。”

记者在几个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
博主翻车”“测评踩雷”等关键词，不少
用户发帖吐槽观看的测评博主“恰烂
饭”（赚黑心钱），有消费者因购买的美
妆产品而“烂脸”。

实际上，虚假测评不仅会误导消费
者，也会侵害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扰乱健康的市场秩序。苏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不久前披露的一起典型案例，
也揭露出“拉踩式”测评的真面目。

苏州一家电子商务公司在没有科
学依据的前提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测评文章，随意对不同品牌的8款防
晒衣的防晒力进行对比，其中，评论甲
品牌“面料厚实、发货较慢”，而乙品牌
则“冰感十足、防晒强”，引导消费者选
择某些品牌的防晒产品。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公司测评文
章中标示的甲、乙品牌防晒衣的防紫
外线性能数据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易
误导相关公众、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
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广州市律协电商与物
流委副秘书长林媛媛指出，
以测评之名行推销之实的
行为，可能违反广告法的相
关规定，涉嫌虚假宣传。“在
一些商品对比测评中，如果
涉嫌商业诋毁，可能构成不
正当竞争；委托进行对比的
商家及做比对的‘第三方测
评’需要承担相关法律责
任。”林媛媛说。

为规范“第三方测评”
活动，制止虚假不实测评行
为，江苏省近期发布“第三
方测评”合规指引，对涉及

“第三方测评”的普通博主、
广告发布者、网络直播营销
人员服务机构等进行合规
提示。指引规定，与从事

“第三方测评”的个人签订
协议的网络直播营销人员
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合规提
供经纪服务，加强信息审核
与人员教育管理。

（据新华社）

曾经金戈铁马，如今金盾执甲。军旅生涯二十载，他将赤诚
忠勇融入骨血；转业从警十余年，他把“人民至上”放在心间。他
就是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吴桥警务工作站民警薄海。

2020年7月，薄海从派出所调任至吴桥警务工作站。多年
来，他成了站里名副其实的“超长待机”守护者，在平凡的接处
警岗位上屡立新功，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32人、救助危难
群众37人。

“梁”辰好警——

薄海：守护就在您身边

别哭！请听我们一席话

貌似公允的“测评”可能是“定制”？
“第三方测评”市场乱象调查

江苏陈女士在观看一名拥有200万粉丝的测评博主的视频后，购买了一条连衣裙。没想到，收到的衣服与视
频严重不符。“视频里挺括的版型，现实中却像窗帘一样皱巴巴。”陈女士说。近来，测评市场走热；与此同时，一些
本该帮助消费者“避坑”的测评，却演变成消费陷阱。不久前，中消协提醒消费者理性辨识“第三方测评”信息。

专家指出，在“第三方测评”兴起的
初期，一批能够提供实证数据、进行科学
测评的账号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让消
费者能够快速比对产品优劣，降低试错
成本。

但随着测评“蛋糕”做大，测评市场
“野蛮生长”，测评博主缺乏资质、测评
标准五花八门等问题也暴露出来。

不少测评账号的最终归宿都是带
货。从事MCN机构运营的刘萌（化名）
表示，博主通过测评内容快速涨粉，然后
通过带货转化。如此一来，“第三方测

评”便丧失了客观中立的立场。
一条“测评”诞生背后，是成熟的产

业链。“3万到5万粉丝的测评博主，拍摄
一条 60秒以内的原创视频，价格在
1000元到2000元不等。”根据记者“美
妆测评”“万粉以上”的要求，一个广告
营销公司很快给出报价，并为记者推荐
了几名测评博主。根据该公司的报价
单，按照不同博主的人设和粉丝量，价
格各有不同，“美妆测评价格高一些，时
尚类测评则更实惠”。

除了“定制化”博主以外，测评的内

容、维护也能全流程“定制”。某广告公
司工作人员王女士介绍，公司主要负责
社交平台的代运营，根据品牌方提供的
素材，定制测评笔记。前期提炼产品卖
点，细化测评内容，排期依次投放博主笔
记；后期定制评论文案，持续增加互动，
助力笔记流量。

在品牌推出新品的节点以及在电
商平台的购物节大促期间，品牌推广需
求增大，批量测评内容就会“面世”，进行
刷屏式宣传。“一般在品牌推广初期，会
优先选择粉丝量较低的博主，通过‘人
设＋干货’‘种草’的测评，更容易引发网
友的关注和讨论。”刘萌介绍。

“定制”批量发布造声浪

以测评之名搞推销
或涉嫌虚假宣传
和不正当竞争

别怕！我们马上就到了


